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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成就和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
现有水平，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和认识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科学的参照和理论依据，全面梳理、呈现和
总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脉络。
 本套丛书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流派、文体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资料汇编
，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女性文学、文学史、文艺思潮、戏剧九种；乙种是
中国新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个人研究资料汇编，包括陈忠实、路遥、贾平凹、莫言、张炜、王安忆、韩
少功、余华、苏童九位作家。
本套丛书资料的系统性、学术的科学性、观点的多元性、筛选的权威性并重，既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研
究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又能以最快捷的方式读到中国新时期文学最优秀的研究文
章。
每卷除精选各个领域最优秀成果外，还以附录方式展现相关研究的整体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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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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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风景这边还好苏 童我愿意谈谈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的小说，也许因为我是局内人，也许因为我
是局外人。
　　有一种说法是一九八六、一九八七没有好小说，我想持此观点的可能为数不少。
我不知道这种观点是怎么引发的，我只是体会到这些先生们对文坛现状的不满，不满者诚然有诸多的
不满，但点头者也肯定发现了几片璀璨的风景。
所以我说，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风景这边还好。
　　就我个人的兴趣好恶来说，我最喜欢的一些作家都是这两年涌现的，譬如马原、刘恒、莫言等人
。
我觉得这两年貌似沉寂的文坛正萌发着小说革命的胚胎，有这么多的人在做着种种努力，把小说拉回
到小说中来，而舆论界的相对淡漠则给作家们提供了清净安恬的气氛，他们可以闭门思过或者深刻反
省，我想这对于那些真正具备实力的作家是有益的。
事实上八六年以前的文学对以后的文学并未构成障碍和负担，所以超越并非难事。
　　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小说发展进程显得舒缓有力：在骚动的八五年以后两年，一些叛逆的作家和
作品开始出笼，并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读到了一些超出预计的小说，那些作品沉甸甸地落在我们眼前，放射耀眼的光彩，譬如余华的《
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譬如孙甘露的《访问梦境》，譬如洪峰的《奔丧》，而在另外一条
创作道路上，刘恒、李锐等人也亮出了他们的绝活，使人坚信现实主义作品旺盛的生命力。
还有一些作家，你无法将他归人哪个流派，但他们独特的创作面貌也使人耳目一新，譬如老作家林斤
澜，譬如叶兆言、魏志远等人。
可以说这是一个作家群体分道扬镳、各显实力的年代。
　　有人说现在中国文坛无大家。
这是一种让人惶惑和迷惘的说法，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大家”这词给你漫长的距离感，我想起美国作家巴思的《迷失在开心馆中》，好像我们都在开心馆
中寻求探险的乐趣，也许谁玩得最开心谁就是“大家”，也许谁玩得开心了就出不来了，谁是“大家
”?会不会有“大家”?如果博尔赫斯如果纳博科夫或者鲁尔弗在中国，他们是不是大家?中国作家的小
说意识到底走到了多远、多深?这可说不清。
说到“大家”意识，我觉得它是外界的，它并不存在于作家头脑中，如果一位作家想弄清楚别人要求
他怎么写写什么，他肯定会痛苦。
他一点也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舆论对于作家有可能是一种骚扰和压迫，所以没有舆论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创作本身的终极意义就很模糊，所以我想最好别呼唤“大家”、“巨星”，就把宏伟的目标当成一个
美好的幻想，这样也合理，这样可以稳定作家们的情绪，也有利于文学在自由和松弛状态中发展。
　　现在来回顾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的创作，除去一九八七年春夏那几个月，还是倍感亲切的。
那不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段历史。
我喜欢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小说，也许其中不乏我自己在那两年比较走运的因素，所以我相信不喜
欢的人肯定也多。
　　随便说说，不想论争。
　　（原载《寻找灯绳》，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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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分为甲、乙两种，《苏童研究资料（乙种）》为乙种之一，是
中国新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个人研究资料汇编，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和认识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科学的参
照和理论依据，全面梳理、呈现和总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脉络。
　　《苏童研究资料（乙种）》是高等院校图书馆值得珍藏的大型书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文科
教师、在校学生、社科院、作家协会、现当代文学学会等不可或缺的最有价值最有权威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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