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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课题——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比较确切的表述，应当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主潮或主流。
究竟什么是文学思潮，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论。
已有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诸如李何林著《近二十年来文艺思潮论》、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理
论批评史》、朱寨主编《当代文学思潮史》，侧重于对文学运动、思想论争、理论倡导等方面的爬梳
剔括、探幽发微。
这似可称作理论思潮。
那么，对思潮是否还有另外的认识、理解，我们想是可能有的。
至少，与理论思潮概念相对称，可以提出一个创作思潮的概念。
一部文学史主要是作品的历史，而一个时代的思潮也是更生动更丰富地体现在作家的创作中。
我们的这个课题正是在确认了创作思潮的概念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本课题主要想对现代文学创作思潮的一些主要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察与研究。
时间上涉及60年，即从1917年至1976年。
分为六编。
第一编为“五四：人的文学”(1917-1927)；第二编为“文学与革命”(1928-1937)；第三编为“战争与
文学”(1937-1949，国统区)；第四编为“延安文学”(1937-1949)；第五编为“英雄主义的高扬与人的
迷惘”(1949-1966)；第六编为“文化大革命，文学”(1966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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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套装上下册）》时间上涉及60年，即从1917年至1976年。
分为六编。
第一编为“五四：人的文学”（1917—1927）；第二编为“文学与革命”（1928—1937）；第三编为“
战争与文学”（1937—1949，国统区）；第四编为“延安文学”（1937-1949）；第五编为“英雄主义
的高扬与人的迷惘”（1949—1966）；第六编为“文化大革命，文学”（1966—1976）。
一部文学史主要是作品的历史，而一个时代的思潮也是更生动更丰富地体现在作家的创作中。
我们的这个课题正是在确认了创作思潮的概念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本课题主要想对现代文学创作思潮的一些主要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察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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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许志英 邹恬绪论第一编 五四：人的文学（1917-1927）第一章 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与人的文学第二章 
“自我表现”第三章 个性解放第四章 人生探索第五章 “非战文学”第六章 “乡土文学”第七章 反帝
主题的初步形成第八章 历史与现实之间第九章 “光赤式的阱”——革命加恋爱第十章 个性解放主题
的淡化第二编 文学与革命（1928-1937）第一章 文学与革命第二章 反封建主题的深化第三章 从“短裤
党”现象到“子夜”现象第四章 “咆哮了的土地”第五章 “十字街头”的徘徊与抉择第六章 灰色的
人生与变形的灵魂第七章 都市的五光十色第八章 远离尘嚣并非净土第九章 反帝抗日文学的兴起第十
章 时代的激情与个人的梦幻第十一章 叛逆的与隐逸的第十二章 “大众化”与“化大众”第三编 战争
与文学（1937-1949，国统区）第一章 抗战文学的兴起第二章 历史、个人与道德自救第三章 人性的审
视第四章 怀乡主题第五章 “精神奴役的创伤”第六章 浪漫传奇的现代包装第七章 民族形式问题第八
章 现实讽刺与政治讽刺第四编 延安文学（1937-1949）第一章 文艺整风第二章 启蒙与被启蒙第三章 题
材取向（上）第四章 题材取向（下）第五章 自我忏悔后的文学主题第六章 现代化和民族化第五编 英
雄主义的高扬与人的迷惘（1949-1966）第一章 历史与主体之间第二章 “人”和“自我”的失落⋯⋯
第六编 “文化大革命”文学（1966-1976）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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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与人的文学如果说19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呈现种种变革迹象，但还没有
取得质变的突破，那么进入20世纪没有多久，这种质变就发生了，整个中国文化史随之跨人现代阶段
。
似乎谁也未曾料到，1915年9月，一批激进的知识者在上海出版的高张“人权”“科学”大旗，探讨中
国社会问题的文化评论杂志——《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竟激起那么热切的反
响，成为两三年后中国大地汹涌澎湃的五四社会改造思潮的先声。
由《新青年》同仁开端，中国知识者站在一个全新角度上，重新审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进而得出近
于全盘否定的不无偏颇的答案。
他们从探索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前途出发，逐渐清晰地认识到自我价值；从对自我地位和人格权益的把
握中，又增强了关注社会的热情。
五四的思想启蒙，不仅唤醒了一部分知识者沉睡的个性意识，也强化了他们的社会改造意识。
1919年，标志着中国人政治上和思想上大觉醒的五四运动，使前期新文化运动向更深广的方向发展，
社会改造和个性解放的呼声如同惊雷一样震撼着赤县神州。
几乎所有刊物和所有文化社团都积极参加有关人生观问题以及社会改造、中国出路问题的探讨。
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正显示出五四时代蓬勃的进取的生气。
这个特定时代的社会改造思潮和个性解放精神，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五四青年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作为一个要求个性自由个人解放的现代个性，在封建宗法制依
然处于主宰地位的社会里，不得不直接承受着沉重的历史负担。
随着对现代个性意识的进一步理解，他们把视野逐渐从关心自我一己的利益，转向关心更为贫弱的普
通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继而转向由自我和他人共同组成的繁杂的社会。
一些最优秀的知识者首先意识到，自我个性的发展难以脱离整个社会，因而他们在唤醒自我意识的同
时，也把启发民众的觉悟作为神圣的义务，他们试图通过思想文化意识的启蒙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
这就使中国五四的个性解放思潮显示了与西方同类思潮不同的时代的民族的特色。
几乎每一个五四个性论倡导者都是社会改造思潮的积极关注者，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个性的发展和整
个社会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使五四社会改造思潮始终沿着争取中国人的“人的解放”的轨道前进。
五四一代人清醒地意识到，“人的解放”的最终目标，绝不能在固有的社会制度下实现，所以他们抛
弃了五四以前社会改良派的种种幻想，不约而同地抨击现存社会制度和传统思想意识对中国人个性的
摧残，表现出彻底决裂姿态和大无畏的民主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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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套装上下册)》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
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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