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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多维度》中的内容是为了回顾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研究与批评的历程，以及
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贡献，也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文学事业，由作家出版社特别组织编辑的
，辑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当代评论家张炯的作品，这些集子都是他在自己文学研究与批评作品中挑选
出来的。
这不仅仅是批评家自己的成果，也代表了当今文坛批评界的最高水准，同时它又以不同的个人风格闪
烁着这些批评家们独立的睿智光芒。
当代中国的文学史，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是与文学批评紧密相连的。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作家们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历史辉煌，
这中间文学批评发挥了应有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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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炯，1933年11月生于上海，原籍福建福安，1948年参加革命，在福州从事学生运动，并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9年3月底奉命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曾任闽浙赣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政委，同年与南下
人民解放军会师，至第十兵团司令部机关和直属部队工作。
1955年入北京大学学习。
1960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曾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副所长，中
国文学函授大学校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诗探索》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
《作品与争鸣》月刊主编，《评论选刊》杂志社社长。
上世纪90年代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批评
委员会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并兼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
院院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文学学科专家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
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新时期文学格局》、《文学的攀
登与选择》、《走向世纪之交》和《张炯文集》等等16种，主编有《新中国文学史》上下卷、《中华
文学发展史》3卷、《中华文学通史》10卷、《中国文学通典》4卷。
所主编的《新中国文学50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新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通典》获中国图
书奖，《当代文学新潮》、《新时期文学6年》、《中国当代文学讲稿》等6种书获当代文学优秀研究
成果表彰奖。
个人还荣获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给的“20世纪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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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作家评论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认识鲁迅新中国年代的郭沫若与茅盾简论巴金与老舍——为《新
中国文学史》而作《丁玲全集》序胡风的理论贡献与悲剧感念梁斌黄春明创作的意义和历史地位一个
有坚定革命理想的作家——读《柯岩文集》郭澄清创作的成就与特色——在郭澄清创作研讨会上的发
言初评诗人彭燕郊第二辑 作品解读深心警世，情满神州——读《胡绳诗存》《生死抉择》的巨大历史
意义——评张平的小说与电影《生死抉择》迎向未来的历史回声——读李瑛的诗集《生命是一片叶子
》评少年作家张悉妮的新作《假如我是海伦》攀向高峰的艰难——评世纪之交长篇小说高潮与第六届
茅盾文学奖第三辑 历史透视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问题——答《文艺报》记者问世界格局与中
国当代文学开创崭新的文学时代——纪念新中国文学五十周年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回顾与思考哲学与
中国当代文学寄希望于现代汉诗第四辑 理论探讨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未来走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学研
究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跨世纪的理论命题：文学与现实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艺评论关于文学评
论的价值标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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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专为长篇小说创作设置的茅盾文学奖的第六届评奖活动已经尘埃落定，熊召政的《张居正》
、张洁的《无字》、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冯仲璞的《东藏记》共五部
小说荣获桂冠。
四年一届的茅盾文学奖，此届被各出版社和各地作家协会推荐参评的作品共一百五十五部，初评入围
的有二十六部。
经报刊公布，征求群众意见后，评委会根据群众反馈的意见，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最后二十一名评委
无记名投票，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选出。
这过程从评奖活动启动至今，共历时一年零六个月，可谓漫长而无奈。
但也确实反映了评选工作的认真和仔细，充分体现了评选章程所规定的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原则。
在这过程中，我有幸参加评委会的工作，阅读了入围的所有作品，还读了部分未入围的作品，联系到
第五届获奖的作品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读到过的长篇小说新作，我深感长篇创作要攀登高峰的艰
难！
　　毫无疑问，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我国涌现了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的高潮。
从1991－1995年，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计，共出版长篇小说新作二千五百余部。
其后年出版量便上升到七百至八百部，个别年份甚至达到上千部。
只要比较一下，建国初十七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仅三百二十余部，“文化大革命”十年则降为一百
四十部。
八十年代的年产量也不过一百五十至三百部。
那么近十五年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是显而易见的。
也许，作为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每年新创作上千部长篇小说不算什么，但连续多年的高产，
这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还是罕见的。
说它涌现新的高潮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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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多维度》的出版，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更是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一次
精神盛宴，也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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