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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20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的曙光已依稀可辨之际，人们回眸百年沧桑，不禁
悲情满怀、感叹唏嘘：这是一个灿烂的世纪，也是一个多难的时代!
一百年来，中国的文学家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思考、求索和奋争。
中华文学的历史发展曾给他们留下光荣的遗产与深厚的积淀。
在为新的辉煌潜心创造的一个世纪中，他们又留下了无数坎坷的足迹与缤纷的实绩。
无论是在哪一个历史年代生活，也无论是在哪一个地区写作，黑眼睛黄皮肤的炎黄子孙，同用祖先留
下的方块汉字，共同为弘扬中华文化而贡献了自己的心血之作，都为20世纪的中华文学增光添彩，也
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世纪史册之中。

怎样总结这份中华文学的最新遗产?在世纪末逼近之际，这个问题摆到了所有以从事百年文学研究为学
术生命的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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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辽江苏海门人，1931年9月生，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原所长，江苏省台港海外华文文学
研究会会长。
著有《叶圣陶评传》，《周太谷评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等20多种，主编《台湾港澳与
海外华文文学辞典》、《世纪之交的世界华文文学》等，曾多次获部省级以上奖项。
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曹惠民江苏南通人，1946年5月生，先后攻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研究
生毕业，获硕上学位。
现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台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著有《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华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6）》（合著）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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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从本世纪80年代中，一些文学史家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后，对百年中国内地文
学发展的分期问题，大致有以下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完成了由古典形态向
现代形态的过渡和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直
到80年代才出现了一些现代主义因素，90年代这种因素迅速增强，但仍未超出现代主义思潮的范畴。
据此，他们把上世纪末至本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内地文学作为近代文学，而把本世纪80‘年代以后的
中国内地文学勉强算之为现代文学。
即1900－1979年为近代文学；1980－1999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文学。
　　另一种意见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为近代、现代交叉复合的文学，近代性、现代性的成分很复杂
。
1900－1917年时期，以近代性为主；1917年至今，以现代性为主。
这是把百年中国文学划为两大块，但前一块时间很短，后一块时间很长。
又一种意见认为，1900－1917年为近代文学；1917－1976年为现代文学；1977年至今为当代文学。
据说，当代文学不宜入史。
我们认为，对于百年中国内地文学发展的分期，文学史家只能按照文学史发展的本来面目，给予科学
的划分。
也就是说，百年中国内地文学发展的分期应当有一个客观标准。
这个标准必须考虑如下因素或原则：　　一、社会性质有没有发生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问题的最大贡献，就是他们创建了唯物史观，这不仅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生活、
表现生活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正确、最有效的武器，也为文学史家解决百年中国内地文学发展的分期问
题提供了最好指南。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或迟或早也会发
生变化；人们不应当从意识形态自身寻找其变化的根源，而应当从社会存在的变化、经济基础的变化
中寻找意识形态变化的原因（自然，意识形态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
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虽然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但它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通过各种中介，仍
然受制于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
如果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产生于该社会的文学也就会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而和此前社会里的文学
不一样，于是也就必然会产生文学发展的分期问题。
例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同性质的社会，与此相适
应，各该社会的文学（在原始社会里是口头文学）也就不一样。
离开了唯物史观，不顾社会性质有没有发生变化，随心所欲地确定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的分期，
将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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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起，“重写文学史”观念深入人心，学术界为此作
出种种尝试：包括对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重新解读；编写通俗文学史；对台、港、澳文学史的研
究以及与文学生产相关领域如出版业、印刷业的论说等等，开拓了文学史研究的新空间。
但是，能够涵括以上内容的综合性文学史论却尚在人们的期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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