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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mdash;1976）》从制度的视角研究文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
义的文学制度研究，是从今天的文学制度中，抽取出一些单项元素，如管理、出版、传播、接受，乃
至教育、社团、期刊、稿酬等，用以研究既往时代的文学或别一国度的文学，以说明其所受这些制度
因素的影响。
但这种制度研究所涉及的单项，因为并非仅仅属于文学制度的构成因素，而是普遍的社会制度或文化
制度的组成部分，所以并不能真正深入地说明文学问题。
狭义的制度研究，面对的则是文学制度的全体，或者说是一个已经完形的制度。
文学这种精神界的花朵，就植根于这个制度的苑囿之中，它的生长和发育，无一不受这个制度所提供
的气候和土壤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是综合的、有机的、整体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就能较深入地说明文学问题。
对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问题，尤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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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均，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张爱玲传》等著作，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书》、《二十一世纪》、《文艺争鸣》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近年学术志趣主要集中于“20世纪40-70年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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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於可训
导　言
上编　新的文学制度的建立
　第一章　文学组织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文艺机构的设置
　　第二节　稿酬制度演变小考
　第二章　文学出版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出版社的国有体制
　　第二节　文艺刊物的编辑制度
　第三章　文学批评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二节　文学批评与机会主义
　第四章　文学接受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左翼文学“读者”概念的演变
　　第二节　接受制度的创建、运作及异变
　　　——一项基于《文艺报》的考察
下编　制度介入与当代文学发生及展开之关系
　第五章　组织制度与文人群体的新陈代谢
　　第一节　出走者、合作者和“盛世遗民”
　　　——新制度下国统区文人的分化
　　第二节　通俗文人(一)：鸳鸯蝴蝶派
　　第三节　通俗文人(二)：中国共产党的传奇作家
　　第四节　延安文人及其体制性再生产
　第六章　出版制度与出版格局的重构(上)
　　第一节　私营书局及其文学出版
　　第二节　“旧?识分子”的(文艺)报刊资源
　　第三节　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出版
　第七章　出版制度与出版格局的重构(下)
　　第一节　延安文人的出版优势
　　第二节　“普及”与“提高”之辨
　　　——围绕地方刊物的精英势力与通俗势力之争
　　第三节　体制边缘：同人刊物及其问题
　第八章　评论制度与文类合法性的控制
　　第一节　自由主义文学批评的终结
　　第二节　通俗批评(一)：鸳蝴文学批评发微
　　第三节　通俗批评(二)：革命、传奇与意识形态的调适
　　第四节　社论、编者按、工农兵评论和写作组
　第九章　接受制度与阅读秩序的再置
　　第一节　从“精英”到“小众”　
　　　——知识分子阅读在50年代的失败
　　第二节　党对鸳蝴读者的辨识与区分
　　第三节　所谓“工农兵”：大众阅读的胜利
　　第四节　重构革命的阅读秩序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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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文学生存其间的这个文化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
表现，便是它的属主，由原来被称作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变成了社会主义的计
划经济体制。
这个变化从字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个经济制度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研究这期间的文学制度，就不能不关注这个整体的社会制度的变化问
题，尤其是在其中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的政治因素。
这种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力量，不仅仅造就了一个新型的社会制度，同时也构造了一个附属其下的文学
制度，中国文学由是进入了一个制度化的时代。
这种文学制度生成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在其后的十余年间，渐趋一统。
虽然“文革”当中，被“彻底砸烂”，但“文革”后又恢复重建，延续至今。
近六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就是生存于这个统一的文学制度之中。
变化只在于，“文革”前的十七年，这个制度的一统化程度较高，“文革”后则迭经改革，诸般皆有
所松动。
但这个制度的存在，毕竟是～个事实。
所以研究当代文学制度，自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也有充足的理由和根据。
但凡一个制度的诞生，总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尤其是由前一种制度，转换成后一种制度，或由无形的制度，变成有形的制度，抑或从非制度化到制
度化，总要伴随着一种历史的阵痛。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许多极为复杂、极其艰难的涤除、开创、蜕变、组合的事件发生，以及因此
引起的诸多矛盾和斗争。
如宇宙之大爆炸，胚胎之初养成，一切生命的原质，和影响后来的生长、发育，乃至异变、绝灭的基
因，无一不孕育其中。
展示这样的过程，揭示其中的关键和细节，如探究宇宙生成、生命诞生，寻其根而溯其源，总一知而
百惑解，当代文学之种种隐曲幽微、诡谲迷奥，豁然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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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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