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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代文学中，1949一1966年的文学现场具着独特的研究价值。
作为“组织形态”中极重要的一员，《文艺报》既是“转折”的产物，又是其催生者和见证者，不但
目睹了文学形态中鲜明的政治社会化特征，更深入参与了这一进程。
《文艺报》的现场感直接与当代文学中最为核心的进程相联系，与最为实质性的语境相联系，与最为
激烈的整合过程相联系。
视角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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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波，1977年生，江苏大丰人，文学博士。
现任西交利物浦大学人文中心主任。
主要著作与论文有：《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学院品格》、《理念与图解》、《一种变更知识生产的方式
》、《思想者的不治之痛》、《当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中国现代文学概论》（张爱玲、张恨水
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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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文艺报》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66） 上篇媒介的当代特征 第一章《文艺报》与当代文艺思
想 一、接受的策略：此消彼长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土化 三、“双百方针”的转向 四、“
两结合”与以后 第二章《文艺报》与文学制度的重建 一、体制的历史 二、专栏特征 三、社论的价值 
四、体制内格局 中篇《文艺报》的编辑格局 第三章《文艺报》主体特征 一、高规格布局 二、理念与
方法 三、个体与身份 第四章被批判的《文艺报》 一、批判的分类 二、先行的批评 三、针对性：1954
年 四、批判链：1957年 第五章《文艺报》的批判 一、“有节制”的批判 二、被动中的主动 三、从“
常规”到“非常规” 下篇《文艺报》与当代写作传统 第六章《文艺报》的“作者” 一、“第一作者
” 二、“执行作者” 三、“毒草”作者 四、群众作者 第七章《文艺报》的“失去” 一、“失去”的
作者 二、“失去”的传统 结语后续研究的可能 附录《文艺报》（1949—1966）年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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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作者直接表达出的与中国相似的体制只是苏联作家协会的组织结构。
事实上，苏联作协的许多其他形式与内容被新中国广泛借鉴。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执政中期所形成的文艺政策，几乎全面影响到了新中国的文艺政策，而
这种政策所建立起来的体制，也基本决定了新中国的文学体制，从而影响着整个文学的面目。
 《文艺报》本身就是这体制的产物之一。
正如苏联《文学报》等媒介从属于苏联苏维埃作家联盟一样。
萧三在这篇文章中，就简单介绍了苏联苏维埃作家联盟的体制内容之一： 苏联苏维埃作家联盟有自己
的机关报纸——《文学报》，有自己的机关刊物，现在有四种全苏联性质的定期刊——杂志，即：《
新世界》（主编西蒙诺夫）、《十月》（主编潘菲诺夫）、《旗帜》（主编瓦地姆·考及夫尼可夫）
、《星》（主编普洛科菲也夫）。
前三种在莫斯科出版、后一种在列宁格勒出版。
相对比，《文艺报》显然也具有相似的身份： 到了1959年，全国文艺刊物（不包括报纸副刊）达到89
种。
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那些“机关刊物”，尤其是《文艺报》和《人民文学》。
后来陆续创刊的中国作协主办的刊物，还有《新观察》、《文艺学习》、《诗刊》、《民族文学》等
。
 这只是作为文学体制内的出版物这一部分，即使在出版方面，苏维埃作家联盟还控制着自己的出版机
关——“苏维埃作家”出版社。
 该出版社1949年以前就已出版过几百万册文学书，在中国与此相类似的出版社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作
家出版社等。
除了这些出版物之外，苏联苏维埃作家联盟还有完整的作家福利机制、作家分组机制（作家俱乐部）
、青年作家培养机制（青年作家大会与文学研究院）、作家稿酬机制等。
这些机制构成了比较完整的作家联盟机制，成为文学机制的重要基座。
 这是作家被组织化的表现之一，更是文学机制的功能体现之一。
基于对苏联机制的信任与借鉴，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分别于1949年7月成立，并于1953年正式改称现用
名。
作协的地位在艺术家组织中是最高的，也是最为重要的。
这一重要性很大一方面体现在其权威性上：“固然一方面来自于它的领导层拥有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作
家、文学理论家，另一方面则是政治权力所赋予。
”这也许才是与苏联一致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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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媒介与文艺形态:研究(1949-1966)》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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