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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文学史(下册)》对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历史梳理，将民围元年作为中国新文学的
起点，体现了新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分期理念；将新的文学史理论融入教材编写之中，以历史的、人
性的、审美的文化价值立场架构起文学史描述的主线，贯穿起一部发现并体认“人的文学”历史，对
文学的经典化品质进行了全面梳理，以求史料详尽、理论扎实、思路明晰地展开中国百年文学的历史
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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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文革”后，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审美复苏的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的文学环境中，小说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盛行
，审美意趣归结于单向度的政治正确性，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社会环境的摹写和体现出的叙事人
的口吻，都带有程式化的痕迹。
“文革”后，这些审美损伤并没有立刻得到修复，很多僵化的小说观念长时间存在于作家头脑中，并
因袭承传下来。
“文革”后的政策调整，使题材的转换最早出现在小说创作领域，作家们一方面关注政治调整期知识
分子的命运，另一方面，也开始关注乡土社会的变迁，关注乡村在新政策影响下的人和事，并尝试表
述风俗和心灵变动。
知识分子返城的心路历程，农民返归富有地方特色的乡土社会的过程，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都有所展
现。
 从题材向度上看，这一时期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类： 第一，对乡村生活的重新书写。
在各具特色的乡土叙事者中，汪曾祺、贾平凹、高晓声、刘绍棠等人的乡土小说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
汪曾祺在40年代就获得的小说美学感悟，经历了长时间的窖藏之后，显现出别样的趣味。
汪曾祺小说中自足的叙述话语，显示出作家深厚的语言功底；意蕴深厚的风土人情画面的描绘，活灵
活现的乡土社会的生存情状的描摹，都颇见功力；另外，汪曾祺还善于刻画人物微妙的心理世界，对
世俗道德情理的诸多戏剧性细节有雍容典雅的处理，使小说有格外的情致和景致。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汪曾祺小说在80年代初期成为众多作家模仿的对象，成为一个小说复苏期
的美学标高。
贾平凹接受的是柳青等作家的美学影响，然而因独到的语言天赋和美学悟性，贾平凹的创作显示出较
好的艺术品相。
与孙犁、周立波、柳青、浩然等富有文学才华的体制作家不同，贾平凹后来逐渐走上了独立写作的道
路，取得了较好的创作成绩。
 第二，王蒙、张贤亮、古华、路遥等带有政治创伤意味的作品。
“文革”后的一批作家，大多具有知青或“右派”两类身份，以两代人的视角，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
，表达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总体看来，这类反思作品，艺术价值普遍比较低，除了完成与政治合拍的对现实与历史的图解之外，
没有更值得关注的审美元素。
文学史曾经以两类身份对其文学作品进行归类，但由于80年代的作家群实际上主要由这两类知识分子
构成，因而归纳进的作品良莠不齐，风格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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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文学史(下册)》十分注重行文的简洁明快，避免使用较为艰涩和学术化的表达；一些篇章不
乏灵动有文采之处，切实增强了可读性。
同时，精心选择与教材内容关联密切的各类图片插入书稿相应位置，既对学生理解掌握相关内容有所
裨益，又增强了整套教材的书香氛围和艺术气息。
在数字化资源的建设中，智能备课系统有意收入了许多逸闻趣事类的拓展资源，而多媒体手段的合理
穿插，对课程的趣味性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新文学史（下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