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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是“三联讲坛”文库的一种，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于2002年8月。
书的前面，有出版社撰写的文库出版“缘起”，其中写道：    对于孟子而言，“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
之”乃人生乐事之一；对于学子来说，游学于高等学府，亲炙名师教泽，亦是人生善缘。
惜乎时下言普及高等教育尚属奢望，大学一时还难望拆除围墙，向社会开放课堂。
有鉴于此，我社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据现场录音整理成书，辑为“三
联讲坛”文库，尝试把那些精彩的课堂，转化为纸上的学苑风景，使无缘身临其境的普通读者，也能
借助阅读，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和前沿问题。
     一学校有一学校之学风，一学者有一学者之个性。
“三联讲坛”深望兼容不同风格之学人，并取人文社科诸专业领域，吸纳自成一家之言之成果，希望
以此开放格局与多元取向，促进高校与社会的互动，致力于学术普及与文化积累。
    作为一种著述体例，“三联讲坛”文库不同于书斋专著：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
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
作者如有增删修订之补笔或审阅校样时之观点变异、材料补充，则置于专辟的边栏留白处，权作批注
；编者以为尤当细味深究或留意探讨的精要表述，则抽提并现于当页的天头或地脚。
凡此用意良苦处，尚望读者幸察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问题与方法>>

作者简介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4月出生。
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1993年
起任中文系教授。
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与入合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
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与人合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说》、 《1956：百花时代》、《中
国当代文学史》、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  《文学与历史叙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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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初版自序前言 课程介绍第一讲 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  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  研究“滞后”的原因  
寻找新的“学科话语”第二讲 立场和方法  文学史的“写作”  阐释对象和阐释主体  “历史的偶然”  
“叙事形式”和“真实性”  “时间”与当代文学史  当代文学史的关注点  历史“碎片”的整理  “对
抗性”的线索  概念和叙述的“清理”  “内部研究”第三讲 断裂与承续  “断裂”：作为一种现象  当
代文学面临的压力  为问题寻找“参照”  “进化”的文学观  对“转折”的研究第四讲 “当代文学”
的生成  40年代文学的“可能性”  “文学共生”的想象  “独立的”文学传统  缠绕不清的问题  “一体
化”和“价值多元”  文坛派别的类型划分  类型分析的目标第五讲 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  当代文学的
“一体化”  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  当代的文学机构  出版业和文学报刊  “自由表达”的可能  作家的身
份和“存在方式”  “身份”的几个问题第六讲 当代的文学“经典”  可供观察的方面（一）  有关的
题外话  可供观察的方面（二）  当代“经典”的若干问题  ⋯⋯第七讲 当代文学的“资源”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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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在被“规定”为一个分支学科，而“当代文学”则是其中的一个“方向”。
我说的“规定”，不是比喻，确实是这样的。
教育部有关学科的设置，中国文学叫作“一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二级学科”。
其中，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这个二级学科里面的两个不同方向。
这是我最近才弄得比较明白的。
这就是学科划分的制度。
说起“当代文学”，通常大家都会理解为几个方面。
一是当代文学批评，文学的现状研究，另一是文学史研究。
另外，当代文学有时还会被理解为现实的文学体制，文学机构，文学现象。
因此，和现代文学不同，当代文学研究会召开年会，总是很热闹。
参加者除文学史研究者、大学有关教师外，还有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报刊编辑，甚至还有各级的
文学官员，比如文联、作家协会的官员，会议主办地的宣传部长、文化局长等等；讨论的问题，除了
作家作品评价外，还会涉及文学政策、体制，什么“多样化”、“主旋律”之类的；除了讨论已经出
版的作品，已经发生的文学现象，还会展望前景，如90年代文学会怎样，21世纪会不会出现文学的“
新纪元”。
现代文学学会会长作报告，一般会讲，这几年有哪些值得重视的研究著作，出了什么样的文学史，有
什么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当代文学研究机构开会，会长可能会谈到国内形势，文化环境，执政党和
政府的文学政策、措施取得的成果——这些都是我们的“当代文学”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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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洪子诚学术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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