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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下修订版)》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教学
用书。
在编写过程中，本书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加强对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对现代文学领域近些
年来重新发现或重新评价的一些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有关的文学史实与现象，进行认定与鉴别。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的中文专业本专科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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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次大众化问题的再讨论，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同时展开。
这次讨论比已往的讨论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也接触到“民族的新的文艺形式”问题；但由于理论水平
的局限，还没涉及问题的实质。
到了1938年10月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讲话发表后，才使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又深入了一步，进而探
讨文学民族化特别是其中的民族形式问题。
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
的地位》的重要报告。
为了深入地从思想上、理论上认清“左”、右倾错误的根源，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指出：“马克思主
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此后，毛泽东又相继发表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一系列
文章，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
1940年1月，毛泽东亲自为在延安创办的《中国文化》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文章在全面、系统地
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的同时，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提出了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新文化”而斗争的号召，毛泽东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毛泽东关于建立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的论述，促进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对文艺大众化
的思考。
于是，文艺工作者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这次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首先在延安展开。
延安的《新中华报》、《文艺突击》、《文艺战线》、《中国文化》等报刊，都发表了文章；延安和
其他一些解放区还召开过民族形式问题的座谈会。
周扬、艾思奇、萧三、何其芳、沙汀、柯仲平、罗思等都撰文参加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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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次修订，各执笔人先将分工撰写的章节进行修改，再由主编加工、定稿。
修订后的本书，内容有所充实，文字风格也更为和谐、统一。
其中，"台港澳文学"由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阎延文撰稿，暂作为第31章列入第三编，待以后有机会时
，再进行扩充、调整。
我们期待着台湾同行以及其他方面有实际体验的同行，将来能有机会投入这件工作，以使这部分文学
史内容更为丰富、完善。
"中国现代文学大事记"由北京师范大学刘勇教授编撰，这虽然是一件资料性较强的工作，却也涉及到
诸如对历史事件和作家作品的评价这样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显然，如何编撰一个详略适当而又不失之于偏颇的"大事记"，也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
总之，我们热诚地期待着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读者继续对本书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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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修订版)》：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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