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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年度》

内容概要

继《典型文坛》《典型文案》之后，著名学者李洁非“典型三部曲”压轴力作《典型年度》，乾嘉朴
学的功力，当代学术的轨范，重返思想和文学的现场，还原被遮蔽与阉割的真相。六个暗潮涌动的典
型年度，一部有血肉和体温的“小”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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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年度》

作者简介

李洁非，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主任，全新工程首席研究员。从事当代文学史
研究、延安研究、小说批评、明史研究等。主要著作有《解读延安》《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共
和国文学生产方式》和“李洁非明史书系”（《龙床：明六帝纪》《黑洞：弘光纪事》《野哭：弘光
人物》）。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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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年度》

精彩短评

1、严谨的史料，独特的视角。对人物的把握，对代表事件的选取，都非常用心。教科书里讳莫如深
的历史，在这里有别样的风采。
2、总的来说写的很好，能看出作者下了苦功，费尽苦心。在目前境况下，几乎写到了最好。对毛邓
二公，相比以往相类著作做了更好的论述
3、还不错
4、好书。很好读。对一些关键年度的把握很有见地。
5、不错
6、典型三部曲也可以都找来看了
7、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此书已超越文学范围，而是更侧重于对建国后重要年份史实的探寻与梳
理。从《典型文坛》对人物的重视，到《典型文案》对具体文学事件的辨析，再到这部《典型年度》
以政治和思想史的梳理来审视文学，视野一步步开阔，对于当代文学的认识也逐步深入。更为重要的
是，作者摆脱了“就事论事”的单一视角，把文学生发流变的来龙去脉放在了大的历史面前，从而更
有一种清晰的眼界来看待。
8、对几个重要的年份，特别市文革的68年72年有些观点我觉得是有所助益的
9、很棒
10、此书读者真少，推荐一下。
11、典型年度有点考察的味道，非常不错。选取的年份也很有代表性，在他们那一代的作者中，李洁
菲的分析还算冷静的
12、还行
13、56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62年种下66年的种子，72年埋下78年的伏笔，86年预示了未来二十年的
命运。
14、太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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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年度》

精彩书评

1、如果说学者李洁非的《典型文坛》和《典型文案》是书写当代文学中的人与事的话，那新作《典
型年度》即是在寻踪这许多人与事之命运背后的“何所由来”了。一旦要触及这只无形的“巨手”，
传统的文学史写法似不足以敷用，于是，《典型年度》更靠拢思想史著作，作者亦言，“完全可以径
以其为一本与文学无关的书”。不过，我们要深知，所有的挖掘与铺垫，目的都是要解决以文学来解
释文学而无法完成的问题，也就是说，树木有枝叶，若要真正探究深层的内里，要顺着树干潜入其根
脉，源头的起因在那里。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重要事件，其出炉也忽然，
其被批判也起落不定，作者王蒙更是由于此作品更改了人生的命运。要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自
文学与文坛本身来搜寻是会陷入迷阵、坠入云里雾里的，只有详加探究1956至1957年的国内外大的走
向，如苏共二十大、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论十大关系》、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双百方针”、
中共八大等，才能梳理出王蒙及其作品所遭际命运所为何来的缘由。这是一种“笨”办法，但于解决
问题而言，却是扎实可行的。虽跳出“文苑”外，却仍在五行中。李洁非将笔力大部集中于时政的演
进、思想的聚焦，但时代的巨影下匍匐着文学柔弱而坚韧的身姿。典型年度“1972”，林彪折戟沉沙
，“九一三”的影响如多米诺骨牌推倒，各种势力重新洗牌，政局的天翻地覆自不待言，而其在国人
思想层面的巨大震撼与影响或更为深远。后来时隔多年，有人回顾：“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
，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如新时期文学，按照以前的说法，均认为是文革结束之后绽放出的花
朵，其实一切在70年代已经完成，80年代不过是“表现期”（阿城语）。我们可以看到，《典型年度
》的写作，李洁非从方法论上显然借镜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他将所遴选的当代史相关年份依次
排开，试图构筑一个共和国精神思想历程，自然，亦成为当代文学的“根系”。如果置诸现代文学史
，这种梳理的方式是很难行得通的，固然有几个年份可截取，但若想贯穿始终，却难度极大，然而为
何当代文学史却可以采取此种方法论呢？这关涉到文学生产方式问题，现代文学的生长虽遭逢社会思
潮、流派纷起、局势变幻等因素的影响，但总体上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空间，人言人殊，不同的表达均
可获容纳，在如此的情状下，以单纯的年份来勾连整个现代文学史，是不大妥帖的；而1949年之后，
文学生产方式发生了全盘的变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威压覆盖了一切，当代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不再
是人或事，而是“形势”——文学之外的力量，不言而明，年份的“画龙点睛”变为可行了，因为年
份连接着形势，而形势决定着文学的走向。当方法论的架构搭起来之后，选择什么年度就值得探讨了
。比如，为何是1956年，而非1957年？1956年发生如下一些事情：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的会议”；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毛泽东讲《论十大关系》；提出“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等。这一年份在建国头十七年中实在特殊，其开放、开明之异质性令人惊异，李洁非说，“
其斑斓多彩，在‘改革开放’前的全部当代文学中，岂止是首屈一指、鹤立鸡群，事实上，绝无仅有
”。而一批青年作家在这一特殊年度里纷纷涌现，如刘宾雁、王蒙、陆文夫、林斤谰、高晓声、邓友
梅、刘绍棠、宗璞等，并拿出他们值得称道的作品（当然，翻过年来，几乎均被打为右派）。1956年
与1979年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换言之，1956是1979的“早产儿”，过早地夭折了。另外，1962、1968
、1972、1978、1986等年度的择取，而放弃1966、1976等，李洁非都有深入的思考在其内，未必以显在
的历史关节点为唯一标的，而是以更深层面的精神震荡为立论的依据。《典型年度》应该是当代文学
史的外围写作，作者本人说，“局限于文学话语，许多事确实就像虽然只隔一层薄窗户纸，却永远捅
不透⋯⋯我要绕开文学，到它的后面看一看。后面是什么？我以为是国家的整体精神思想格局”。如
果说，以前的写作还可容留文学自由的相应纯粹度，那当代阶段的文学可谓太不纯粹了，这造成了当
代文学史的书写似乎总有言犹未尽之处。就此而言，《典型年度》的完成度或有缺憾，但确是一种有
益的拓展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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