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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

内容概要

《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的意图是较全面考察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当代社会生活
中的渗透影响，强调在当代价值重建中“新传统”（相对古代的“大传统”而言）的意义。重点有两
个，一是历史梳理，考察新的文学传统如何在不断的阐释中被选择、沉淀、释放和延传；二是分析当
代文坛中“现在”与“传统”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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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

作者简介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国家级精品课“中国现
代文学”主持人，教育部授予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丛刊》主编、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召集人。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
比较文学和语文教育的研究与教学。主要著作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合著）、《文学课堂：温儒
敏文学史论集》、《文学史的视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
温儒敏论语文教育》等15种。执行主编新课程《高中语文》（人教版）。获7项国家级与省部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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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

书籍目录

前记第一章 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第二章 文学史观的形成及其对“新传统”的体认一 对二三
十年代的回顾：在反对“旧传统”中建构“新传统”二 40年代文学史家眼中的“新文学传统”三 从“
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运动”角度看“新文学传统”四 延安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新文学传统”观五 新
传统的流变：对革命文艺运动负面影响的探讨六 “异端”的声音：对“五四”传统的批判与反思第三
章 政治化氛围中的“新传统”想象一 学科的建立与“新文学传统”的全面梳理二 “五四”“性质”
之争以及对新传统的定性三 “新传统”阐释中的苏联影响四 学术生产体制化状态中的“正统”文学
史观第四章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传统”的规范化阐释一 “新民主主义文艺”的性质确定二 “统
一战线”的论述策略三 “两条路线斗争”的论证四 “小资产阶级”的帽子五 “新的人民的文艺”的
展望第五章 现代文学经典的重塑一 作品的编选与新经典的建构二 作家的“发现”和“回收三 作家形
象的重塑四 如何确认代表作五 作品的“改写”现象第六章 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一 “成也‘五
四’，败也‘五四二 “重写历史”和历史的重写三 历史坐标的挪用与重构第七章 现代文学传统与当
代作家一 现代传统与当代的诡秘关系二 伟大传统的展开与变异：从鲁迅到余华三 蹊跷的遗忘：书写
乡土中国的传统四 召回的“幽灵”：另一种现代性五 左翼革命传统在21世纪的复活六 “幽灵学”与
传统的阐释重建第八章 鲁迅的当代命运一 鲁迅传统的形成：质的规定性与复杂性二 毛泽东：对鲁迅
传统的重塑三 鲁迅精神苗裔的当代沉浮四 鲁迅：一个冬天的神话五 新时期之后的价值重估第九章 现
代文学语言传统与当代写作一 现代文学的语言传统二 当代写作的“语言焦虑”与现代文学语言传统
三 小说语言的传承与变异——以“先锋文学”为例四 在变异中传承：语言的复制性五 在传承中变异
：语言的隐喻性附录一 当代中学生鲁迅接受调查附录二 张爱玲的当代接受史引用文献及参考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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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

章节摘录

　　五新传统的流变：对革命文艺运动负面影响的探讨　　对40年代的文学史家来说，清理新文学传
统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他们必须面对当时影响巨大的左翼文学，这也是新文学的一大支脉，但和“
五四”传统的关系又比较复杂：左翼文学到底哪些方面对“五四”传统有所继承，哪些方面又有所背
离或者超越？一时不容易看清楚。而且因为左翼文学和党派政治的关联密切，当时又处于主流的先锋
的位置，几乎所有的文坛论争都和左翼文学有些关系，所以要清醒地评价左翼文学的得失及其融入新
传统的情况，确实需要深刻而超越的眼光。不过，当时关注讨论左翼文学与新传统关系问题的，大都
是“过来人”，他们往往带着切身的体验去总结历史经验得失，下过许多功夫，也引起诸多论争。其
中最引入瞩目的是1945年前后，在重庆等地围绕“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有意思的是，论争大都在
“革命文艺阵线”内部发生，而且参与者毫无例外都声称自己是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实际上，许多
人也真诚地力图以唯物史观来总结新文学的历史经验，可惜因时代条件的制约，这种论争过于政治化
，终究未能产生比较系统而又有分量的成果。值得在此专门提出来探讨的，是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
的文艺运动》①，该文既是对当时论争的思考，又比较超越，注重文学运动历史经验的重估，特别是
对主流文艺运动包括左翼文学有深入的批评。他的批评意见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比较清醒的文学史家对
于新文学传统与左翼文学关系的看法，特别是对左翼文学缺失和教训的总结，是比较客观的。这里作
为重点述评，也可由此一窥“五四”传统在三四十年代的承袭与变异。　　冯雪峰的总结是很有现实
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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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

精彩短评

1、其实从问题意识到选文都有点老，但是有些小的点还是很受启发，附录的那篇《当代中学生鲁迅
接受调查》很有意思
2、此书值得一读，前面部分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有重合，但是越到后面就越显出温儒敏
先生对于现当代文学的独特的、个人的深究。尤其是对于鲁迅接受的发展史问题，还有各大名家从新
中国成立前走到延安时代、以及经历文革甚至不如新时期的种种表现极其原因，此书都给予了相当深
入的探讨。此外，对于什么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传统，以及五四与鲁迅的当代意义，也有十分精
辟的归结。我个人认为比较精彩的章节有第六章：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第七章：现代文学传
统与当代作家和第八章：鲁迅的当代命运。此外，附录中收编的其硕士生的毕业论文，研究鲁迅当代
接受的调查，也是十分有趣的。
3、前部分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有重疊部分。話題不算新，當代闡釋部分還是很有啟示的
。#2016使勁讀#006
4、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合力推出，可以作为背景资料来吸取养分
5、“当代阐释”这个课题没有做好，或是由于“证明”传统的“继承”问题存在着种种不可逾越的
技术困难。
6、把你的研究对象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使她无限生命化，以抵御历史之流的消解。对于路翎《财主底
儿女们》的讨论很像印尼神话，关于永恒的石头和有机的香蕉，胡风一派与相对的“左翼”的主客体
对立和交战状态的自由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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