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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微观察》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最新的写作结集。他有感于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过分关注对作家作品给予何种评价上，而
兴趣不在深细地考察文学史的各种情状。无论是早年以革命与否判断作家好坏，还是新时期以来从艺
术成就方面鉴定作家优劣，都使得文学史成为一部“表彰册”，对于王国维所谓“一代之文学”实现
得极少。因此，作者有意转换思路，撷取文学史上的几个重要关键词来展开史学描述，“一欲进入二
十世纪以来文学特有问题，二欲微观和实证地进入”。
《文学史微观察》从作家经济收入等制度性因素切入，通过丰富的材料挖掘、编织，来呈现20 世纪文
学运动展开方式和作家的存在方式特征，对于深入把握这一时期高度政治化的文学形态提供有效的通
道。随笔性的生动文字，处理材料上绵密细致的功力，加强了这部著作评述的深度和可读性。
——洪子诚
在同龄学者中，李洁非的大局观和掌控细节的能力都是为人称誉的，在《文学史微观察》一书中最能
见出他这方面的超常功力。读他的著作，常为他的布局、文字所吸引，也时常陷入他描绘的历史语境
而纠结，他对人与事的论述是中肯而又恰切的，不少观点大胆而尖刻，有时让人惊骇。像这本书中所
提炼的“组织化文学”、“文学斗争常态化”等字句，以后都会成为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最重要的关
键词。
——陈徒手
李洁非这本书，既好看，又耐看。他以多个关键词为经，以研究者熟悉的细节为纬，编成一块又一块
现当代文学史的拼图。最难得的是打通物质、精神、社会、文化的藩篱，随处点染，皆成新诠。观察
虽微，可以见大。
——杨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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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微观察》

书籍目录

自序
收入
宗派
口号
会议
斗争
批示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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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微观察》

精彩短评

1、50%宏观的视角和思路有意思，读起来疏朗亲近比较轻松。
2、好书，史料剪裁得当，分析也出彩，文笔也佳
3、从延安到改开对文学史的观察
4、其中有几篇写的很不错的，材料比较丰富。尤其以《宗派》和《口号》为佳，但是有些也失之于
被材料淹没。
5、有趣。对史料的了解不多，所以一来補充了有关史料方面的东西，二来透过作者的梳理，对文学
史背后的政治力量有了进一步了解，提供了看待文学史的角度。可能在自己复习的时候，又多了关注
点。
6、文学作为一种国家机器和制度安排，方方的质疑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了。书中提到的开会令人联
想到边沁的全景式监狱。
7、视角独特，学术范儿掩盖下的独立观点，从历史的角度回应现实。
8、个人色彩太强，哗众取宠之作。
9、轻松的姿态，讨论的却都是现当代文学核心的大问题。专题的研究形式，但却不幸有堕落成搜集
野史轶闻的风险，对于理论提炼的不足妨害了讨论的深化。
10、无论是写史还是读史，角度很重要，发现新角度的眼睛更重要
11、以斗争为关键词来诠释毛的诗词、人格和行为尚有见地。现代学者说起文学史常常首先表达“不
满”，但自己的文学史实践不是喊着口号重蹈旧路，就是抓着细碎的线索走在以偏概全的“以小见大
”“别辟蹊径”的边缘。本书标题不错，内容其实是“政治与当代文坛”。

12、后两个不错
13、从纷繁的一手史料中编织故事
14、14年某个公号推荐然后买的，最大的印象正如书名所说，从一些微小的关键词来理解从延安到改
革开放时期对文学史的观察。
15、对两个口号之争和建国后历次文艺运动梳理清晰周详。大致和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一个路数。
16、何时消灭了职业作家，中国文学才会变得可爱起来。
17、某些观点颇武断，但很有新意。阅读体验胜过读完的收获。
18、于浩瀚历史中以小事物、小角度对政治文化事件抽丝剥茧，见微知著。如此写来，文章既耐看又
有趣味。
19、宗派与批示两章写得透彻。
20、对会议、批示等的梳理，很有启发。
21、精彩。愈发觉得现当代文学的“政治性”不能算是“外部研究”之一种。“收入”、“宗派”、
“口号”云者，早已成为文学机制运作的内在能量。
22、文字比明史系列更加纯熟了。能在有限的材料下，对二十世纪文学史后面的政治动力进行有效地
梳理，正可谓，一斑可窥全豹矣。好书。
23、小切入点，大分析，大手笔，大思想，大观察，有趣，有味！
24、夹缝里呲出来的文学史
25、扒去文人的假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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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微观察》

章节试读

1、《文学史微观察》的笔记-批示

        ⋯⋯凍死蒼蠅未足奇。」1963年1月3日批語：「《項羽本紀》，送各同志閱。」⋯⋯他在七千人
大會講話中，曾以「難免有一天要別姬」為告誡，發閱《項羽本紀》，是此話題接續。1月9日，以近
作《滿江紅 和郭沫若》「書贈恩來同志」詞云：「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案，七千人會議
是1962年1月召開。
今日早上的頭條為《不能「上演霸王別姬的悲劇」》，下午的頭條為《打虎拍蝇猎狐》。皆年初時候
，是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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