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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些年来，大学文科的教材建设可谓突飞猛进。
各类教材林林总总，百花齐放。
实际上，作为教学改革的一个“抓手”，教材的变化反映了教学改革的深化。
    诚然，教材数量增多并不足以表明教学理念的深刻转变。
不少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感到，虽然教材的品种很多，但是真正合用的、有特色的教材却并不多见。
常见的情况是多本教材虽然体例结构有所差异，但内容上并无根本不同，只是排列组合上有所不同。
这表明，教材建设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而如何改则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学理念。
    说到这里，我想对大学文科教育目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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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主干课程进入大学课堂是在1949年以后，它的昂然出现和蓬勃发展无
疑与新中国执政者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对现当代文学进行历史梳理和价值评判，既可以从文学的
角度历史地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性和合法性，同时也可为随之而来的思想运动、思想管理提供有
效的借鉴和掌控的手段(历次政治运动每每以当代文学为突破口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现当代文学所具有的这种与现当代历史和现当代政治密切相关的特性，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1949年以
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并迅速成为大学课程中的主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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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俊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男，１９６４年９月出生，南京市人。
１９８６年６月获苏州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１９９１年６月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即留南京大学任教，讲授“台湾香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课程。
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
学研究中心主任。
学术兼职有：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会会长。
曾多次获得南京大学颁布的“希望之星奖”、“育才奖”、“教学奖”。
　　研究方向主要是：（１）台湾香港暨海外华文文学；（２）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生招生方向
为：台湾香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目前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共有三项得到资助的
课题，均为与“台湾香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关的课题。
 　　研究成果 　　专著　　（１）《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台湾）尔雅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１１月初版，１９９６年３月再版。
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出大陆修订版，同年１１月再版。
　　（２）《精神分析学与文本解读》（与人合作，第二作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
月出版。
　　论文　　（１）《浓重的心理投影——论於梨华及其留学生题材小说》《当代作家评论》，１９
９０年第一期。
　　（２）《冷眼看人生的思索者——论王幼华》《文讯》（台湾），１９９０年第８、第９期连载
。
　　（３）《论白先勇的小说语言艺术》　《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４）《论〈现代〉中的“新感觉派”小说》《苏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５）《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两种形态——施蛰存、欧阳子比较论》《南京大学学报》，１
９９３年第２期。
　　（６）《论白先勇小说中的意象群落》　《学术论坛》，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７）《以残缺的爱为视域揭示人类情感的困境——白先勇早期短篇小说主题透视》《南京大学
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８）《论白先勇〈孽子〉中的道德意识及其表现》《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１９９６年９月出版。
　　（９）《独特而又纯熟的诗世界——论隐地的〈法式裸睡〉》《联合文学》（台湾），１９９７
年第６期。
　　（１０）《失落与轮回——白先勇小说〈游园惊梦〉的细读式研究》《文学研究》第五辑，１９
９７年７月出版。
　　（１１）《论刘以鬯的〈酒徒〉》《江苏社会科学》，１９９７年，香港专辑。
　　（１２）《论北美华文文学的区域特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１３）《论〈现代文学〉对台湾文学的贡献和影响》《文学评论丛刊》，２卷１期，１９９９
年５月出版。
　　（１４）《论〈把黑夜带回家〉中的环保意识》《联合早报》（新加坡），１９９９，２，２５
－２８（连载）。
　　（１５）《论百年中国文学语言观念的衍变》《镇江师专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１６）《论百年中国文学的语言形态》《世界华文文学论坛》，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１７）《台湾文学研究在大陆：１９７９—１９９９——以“人大复印资料”为视角》《台湾
研究集刊》，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１８）《白先勇的意义》《文艺报》，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８日　　（１９）《论美国华文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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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以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为例》《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２０）《在艰难中求生存——商品经济时代海外纯文学创作生存境况的观察与思考》　《文艺报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７日　　（２１）《２０００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　《世界华文文学
论坛》，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２２）《白先勇研究在大陆：１９７９——２０００》　《中外文
学》（台湾），第３０卷第２期（２００１年７月）　　（２３）《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狂人日记〉新论》《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２４）《菲律宾华人内心世界的双重
性——读〈四十季度〉》　《文艺报》，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８日　　（２５）《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中的上海书写》　《文学评论》，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所授课程 　　本科生课程　　（１）《中
国现当代文学史》（必修课）　　（２）《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必修课）　　（３）《台湾
香港文学研究》（选修课）　　（４）《白先勇研究》（选修课）　　硕士生课程　　（１）《海外
华文文学研究》　　（２）《中国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 　　研究课题 　　目前正在进行的科
研项目：共有三项得到资助的课题，均为与“台湾香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关
的课题。
　　获奖情况 　　《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花城修订版）获江苏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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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文学史观照  导论  选文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黄子平 陈平原钱理群)  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中
的整体观(节选)(陈思和)  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节选)(刘纳)  政治文化心理与
三十年代文学(节选)(朱晓进)  四十年代文艺研究散论(黄修己)  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洪子
诚)  双重的解读——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描述(南帆)    延伸阅读    问题与思考    研究实践第二章 
作家作品解析(上)  导论  选文  读《呐喊》(雁冰)  两个鬼的文章 ——周作人的散文艺术(节选)(舒芜)  《
子夜》的结构艺术(叶子铭)  边城——沈从文先生作(刘西渭)  认识老舍(节选)(樊骏)  做了女人真倒楣?
——丁玲的“霞村”经验([美国]王德威)  路翎——灵魂奥秘的探索者(节选)(杨义)  论张爱玲的小说(迅
雨)  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解志熙)    延伸阅读    问题与思考    研究实践第
三章 作家作品解析(下)  导论  选文  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节选)(戴光中)  白先勇的小说世界—
—《台北人》之主题探讨(节选)([美国]欧阳子)  孤独的巴金(摩罗)  王蒙：从纯粹到杂色(孙郁)  马原的
叙述圈套(节选)(吴亮)  莫言与中国精神(李敬泽)  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戴锦华)  毕飞宇的短篇精
神(汪政晓华)    延伸阅读    问题与思考    研究实践第四章 思潮流派透视(上)  导论  选文  试论“五四”
时期“人的觉醒”(节选)(钱理群)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梁实秋)  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的
文艺思潮(节选)(李何林)  穆旦与现代的“我”(梁秉钧)  十七年文学：“人”和“自我”的失落(丁帆
王世诚)    在新的崛起面前(谢冕)  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节选)(季红真)    延
伸阅读    问题与思考    研究实践第五章 思潮流派透视(下)  导论  选文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
言(节选)(郑振铎)  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节选)(王富仁)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鲁迅)  革命的浪漫谛克(瞿秋白)  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节选)(吴福辉)  
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  后期浪漫派小说(节选)(严家炎)  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黄子平)  
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节选)(陈晓明)    延伸阅读    问题与思考    研究实践第六章 
艺术形态流变  导论  选文  论小诗(周作人)  视角问题与“五四”小说的现代化(节选)(孟悦)  中国新文学
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节选)(郁达夫)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高觉新型”(节选)(赵园)  体现忧国情怀的“
历史反省”——“文革小说”的叙事研究(许子东)  当前诗创作的两个基本向度(程光炜)  中国戏剧现代
化的艰难历程——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回顾(董健)  当代散文：发展轨迹、分“体”考察和作家特色——
兼评“当代文学史”有关散文的表述(节选)(刘锡庆)    延伸阅读    问题与思考    研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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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治文化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    （节选）    朱晓进    导言——    本文刊载于《文学评论》2000年第l期。
    朱晓进，1956年生，江苏靖江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这是一篇研究方法和视角均具新意的研究三十年代文学的优秀论文。
有别于以往直接从政治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观照和评判，作者采用了美国政治家阿尔蒙德（Cabriel
A Almond）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理论，这一概念关注的是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政治
态度和感情。
作者沿用这一概念是为了考察它在政治与文学关系方式中的作用，以便更全面地说明文学现象的来源
。
因此论文的中心即在于探讨三十年代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对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导向。
作者以丰富翔实的资料，通过细密准确的解析，理性地揭示了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得以兴盛的政治
文化依据。
论文将三十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普遍阅读心理纳入研究的视野，意味着作者已经不满足
通常从作家主体入手审视某种文学形态的思路。
论文从接受的层面上，对三十年代来自读者群的阅读需求进行了有分寸感的定位与把握，因而清楚地
梳理出接受主体的这种文学期待如何对书刊出版产生制约和引导作用，直至影响到作家的写作这一文
学“消费”、“流通”与“生产”的整个过程。
论文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发展态势的形成原因，给出了一个较之过去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政治理念和现实政治决策在人们心里的投影，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某种社会文化心理，常常潜移默化
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就文学言之，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也在左右、支配着人们对待文学的态度，从而制约了文学特点的形成
。
    大革命后，在民众中，尤其是在许多青年中普遍产生了一种不满的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政治焦虑
”，一种政治的郁积。
这种焦虑或郁积总要找寻某种释放和排解的渠道，而进步书籍尤其是进步文艺作品就在很大程度上承
担起了这种渠道的作用。
“语言、声音、文字，在它们作为一般抽象物的时候，并无政治文化意义，但当它们与某种特定的政
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成为政治文化的外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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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导引》作者的研究生招生方向为：台湾香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目前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共有三项得到资助的课题，均为与“台湾香港暨海外华文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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