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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全面细致地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从1949年至2009年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与成就。
其入选资料均保留最初发表时的原貌，力求带领读者亲历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
     本书主要供高等院校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参考，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提
供一份综合性的资料。
通过这些资料的阅读，能够了解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程和基本情况。
本书与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可互为参照阅读，可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的配套用书。
为了保存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本来面貌以供学习、研究，本书收录了一些在今天看来文风和观点带有
时代痕迹的文章，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本书依据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历史阶段的时序编选，在每一个时段又分别设置了反映这一时段文学
面貌的相关专题，力求做到科学性、真实性、学术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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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五、文艺政策与意识形态导向马克思主义与创作自由《人民日报》评论员：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人民日报》评论员：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周  扬：关于马克思主
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
大会上的祝词[题解15：马克思主义与创作自由]“主旋律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报》编辑部：突出主
旋律发展多样化    ——“文学艺术与社会主旋律”座谈会在京举行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修订稿）[题
解16：“主旋律”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六、理论探索与人文立场拨乱反正《上海文学》评论员：为
文艺正名    ——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巴金：要不要制定“文艺法”[题解17：拨乱反正]真
实和典型性杜书瀛：艺术典型与“多数”、“主流”及其他王元化：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徐俊西：
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    ——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疑议[题解18：真实和典型性]文艺学
方法论林兴宅：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研究中的运用[题解19：文艺学方法论]文学的主体性刘再复
：论文学的主体性[题解20：文学的主体性]人文精神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旷野上的
废墟    ——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陈思和、郜元宝、严锋、王宏图、张新颖：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
范张炜：抵抗的习惯张承志：以笔为旗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
何可能王蒙：人文精}申问题偶感[题解21：人文精神]民间立场陈思和：民间的还原    ——“文革”后
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南帆：民间的意义韩东：论民间王光东：民间与启蒙    ——关于九十年代民间
争鸣问题的思考[题解22：民间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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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人民服务，就是为除一小撮敌对分子外的全体人民群众，包括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
、干部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人们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根本需要服务，在今天，
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服务。
我们的文艺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
和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越来越多样化的文化需要，帮助人们认识和克服社会主
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抵制和克服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影响，振奋人们的
斗志，鼓舞人们同心同德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我们提倡文艺真实地、具体地反映当前这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进程，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们的
生活和思想的深刻变革。
我们鼓励描绘党所领导的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也支持作家们描写其他各种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塑
造各种各样的艺术形象。
我们主张在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广泛继承和吸收历史上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鼓励一切有利于人
民群众、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人民审美需要的艺术探索。
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又是一条无比广阔的道路。
过去，相当长时期我们曾经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这个口号反映了文艺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使命，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
在这个口号下，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密切配合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不少优秀的
文艺作品，发挥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
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个口号曾经被不适当地夸大并绝对化了。
由于有的人有时候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由于在实际工作中要求作家无条件地去为某
一项具体的政治运动、政治任务和政治口号服务，势必导致文艺内容、题材的单一化和艺术表现上的
概念化、公式化，导致一些领导人利用组织手段不恰当地对文艺创作横加干涉，妨害文艺积极地、充
分地发挥它的社会作用。
为政治服务诚然是文艺的一项重要职责，但并不是它的唯一职责。
文艺既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当然就要反映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其他各个生活领域；
文艺既然要对生活产生反作用，它当然就会影响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其他各个生活领域。
把为政治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总口号，作为文艺的唯一任务，要求一切文艺作品都要反映一定的政治
斗争，都要配合一定的政治任务，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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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文学60年(1949-2009)(卷3)》：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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