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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9辑)，分为文学的“民国机制”研究，延安传统与当代经验，拾遗
与探微，学术史研究，文学史新论，中国文学档案，现代作家与基础教育等九大部分，主要收录了《
文艺与政治的合纵连横——关于抗战时期“文艺政策”的论战及其他》，《文革“地下诗歌”的研究
及其问题》，《罗青的嬉游诗》，《茅盾的战争文学观》，《诗人顾城与画家米罗》，《中学教材中
鲁迅文章删留及教学浅见》等文章，供学者朋友们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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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
学术增长的“点”与“蜕”
文学的“民国机制”研究
最后的“士大夫”
文艺与政治的合纵连横——关于抗战时期“文艺政策”的论战及其他
黄人《中国文学史》与《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之关系发微
延安传统与当代经验
重读《李自成》的意义与方法
何其芳后期与“何其芳现象”(1942—1977)
延安时期(1936—1948)集体创作的形式与功能
文革“地下诗歌”的研究及其问题
从《我的父亲》与《献给乡村的诗》看艾青在延安整风中的“突变”
拾遗与探微
歌颂与讽喻——武汉抗战文艺之一瞥
罗青的嬉游诗
老川大的《工作》和《半月文艺》
“师山”不是巴金是梁冰弦——与周黎庵先生商榷
试论李劫人历史小说的语言特质
被围与突围——试比较穆旦和鲁迅的精神求索
吴宓与梁实秋对白璧德人文主义解读之异同
“革命文学”论争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再评述
茅盾的战争文学观
学术史研究
“找成分”：论李何林20世纪50年代的学术研究
斯文、儒士、天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读记
文学史新论
中国节奏与精神秘密——古诗的遗传基因和新诗的遭遇
去性别叙述——解读张爱玲《小团圆》的新视点
“性的烦闷”对高长虹创作的影响
庐隐、冯沅君、丁玲作品中的情感书写、启蒙困境及女性思考
陈染小说的孤独感研究——以《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为例
诗人顾城与画家米罗
当代中国奇幻小说中“人”的隐退：人类形象的一种存在状态
文学的民族主义与文化软实力——以对“战国策派”的反思为中心
农民·作家：“身份认同”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以赵树理、贾平凹为例
中国文学档案
中国新诗：1957(上)
穆旦年谱长编(1942—1945)
现代作家与基础教育
中学教材中鲁迅文章删留及教学浅见
中学生心中的鲁迅观调查及其教学反思
新作荐评
就《高长虹全集》出版答客问
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的过渡性——评邓伟著《分裂与建构：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新变研究(1898—1917)》
创造社翻译研究的新拓——评成立强《译坛异军——创造社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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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约与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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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身份的转变何其芳早期原本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唯美主义诗人，他是怎样成为毛泽东
文艺思想宣传家的呢？
事物往往是相反相成的，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
何其芳正是这样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转化得相当彻底，可以说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何其芳到延安后，深感过去思想落后，又出身剥削阶级家庭，非常自卑，于是就拼命地学习革命理论
，态度十分诚恳。
他结识了毛泽东，被这位革命领袖改造世界的伟大气魄和智慧深深吸引，产生了极大的崇拜心理，终
生不渝。
1942年5月，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倾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受到平生最大的教育，从此
深信不疑。
他铭记着“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家只能做“工农兵的代言人”而不能“自
我表现”这些根本的创作原则；铭记着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
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彻底转变自己的思想立场，通过“改造自己”而“改造
艺术”的教诲；铭记着“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标准”；他将这些话语视
为千古不变的教条，随着“政治”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异化为“政治运动”，“工农兵代言人”身份
异化为“政策代言人”，这就不能不发生问题了。
这是迷信领袖权威和盲从“政治”的何其芳所始料未及的。
“文艺整风”后，在“鲁艺”工作的何其芳，其个人思想和个人话语权完全被领袖话语和主流意识所
取代。
他一面不断地检讨自己，对过去的创作和思想进行彻底否定，一面积极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
他的这种虔诚而积极的表现，令毛泽东十分赏识，获得了“其芳同志很认真”的嘉奖，这是何其芳终
生引以为荣的。
在1944-1947年间，何其芳两次被党中央派往重庆充当文化使者，成为向国统区文艺界宣讲“毛泽东文
艺思想”的代言人，这些言论收入他的第一本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1950年出版）。
从此，何其芳的身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一个主体性很强、个人抒情色彩很浓的诗人作家，一变
而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主流话语的代言人。
这种变化既是革命政治的需要，也是他参加“文艺整风”后的一种自觉的选择。
然而，这次身份转变的代价是颇为沉重的——这便是个人话语权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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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9辑)》是由巴蜀书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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