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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60年卷一》

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文学60年(1949-2009)(卷1)》所选资料主要来自当时国内出版的各种报刊、专著和文集。由
于人力和图书等条件的限制，材料仍有待以后增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均未收录。为了保存中国
当代文学60年的本来面貌以供学习、研究，《中国当代文学60年(1949-2009)(卷1)》收录了一些在今天
看来文风和观点带有时代痕迹的文章，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中国当代文学60年(1949-2009)(卷1)》依据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历史阶段的时序编选，在每一个时段
又分别设置了反映这一时段文学面貌的相关专题，力求做到科学性、真实性、学术性的统一。
四、《中国当代文学60年(1949-2009)(卷1)》所选文章，均据原刊校正，除改正其中明显的文字衍夺讹
误以外，对原文不作改动。《中国当代文学60年(1949-2009)(卷1)》由陈思和教授主编，王光东教授副
主编，罗兴萍博士和金理博士编选及撰写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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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60年卷一》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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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60年卷一》

书籍目录

一、文艺政策与意识形态导向　第一次文代会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
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　　[题解1：第一次文代会]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俞平伯：《红
楼梦》简论　　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周扬：我们必须战斗——1954年12月8日
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周扬：文艺战线上
的一场大辩论　　[题解2：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文艺政策的调整　　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
的意见（草案）（一九六二年四月）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题解3：文艺政策的调整]　“文革”时期的文艺政策　　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
讲话　　[题解4：“文革”时期的文艺政策]二、理论探索与人文立场　现实主义与真实　　胡风：关
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节选）　　何直（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
主义的再认识　　周勃：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题解5：现实主义理论]　人情，
人性与人道主义　　巴人（王任叔）：论人情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　　王淑明：论人情与
人性　　[题解6：人情、人性与人道主义]　形象思维　　周勃：略谈形象思维　　陈涌：关于文学艺
术特征的一些问题　　李泽厚：试论形象思维　　[题解7：形象思维]　时代精神汇合论　　周谷城：
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　　[题解8：时代精神汇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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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60年卷一》

章节摘录

《红楼梦》的作者通过对古典文学和民间传说的继承，通过他的创作的人民性，与人民群众取得了密
切的联系，虽还不完全是自觉的，但却“和那些在人民中间已经产生的或即将产生的自然意向站在同
一水平上”，评判了现实生活。以优美的思想情感，完美的艺术形象，博得了人民群众的喜爱，提高
了人民的审美情趣，使他们正确地“认识生活”，“正确地评价这些或那些社会现象”。《红楼梦》
的传统性还体现在作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上。一切真正伟大的艺术
，其所以不朽的原因，绝不仅仅因为它在艺术方面有所贡献，更根本的是它对生活有很大贡献，通过
真实的生活形象的塑造，帮助人民在社会斗争中和精神上争取解放。一部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史，也
就是中国人民的生活美的理想与阶级社会丑恶的现实的斗争史。《诗经》、屈原、《水浒》、关汉卿
、王实甫等这些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和作家们，形成了这个斗争史的中坚，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
现实主义最可宝贵的传统。到了曹雪芹的《红楼梦》，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首先，《红楼梦》真
实地、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腐朽透顶的生活面貌。作者以其对真实的追求和深邃的美的追求，描绘
了现实人生的悲剧，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人的悲剧。贾宝玉、林黛玉完整的悲剧性格，也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反封建的斗争精神，体现了酷爱自由的民主主义理想，深刻地揭示出“百足之
虫，死而不僵”的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征兆。曹雪芹在全书开始，以炼石补天的神话，概括了全书的
主题，这是一篇对被封建社会所歪曲的天才的热情颂歌。顽石的不能补天，贾宝玉的出走，是“美的
毁灭”，也是象征着为美而斗争的继续。在这个悲剧性的结局里，对于专横、残酷的封建制度，提出
了“可怕的挑战”。它以生动的完整的艺术形象，表明了封建社会的世界观的原则与准绳的彻底破产
，使现实主义文学中生活美的理想的追求和艺术上悲剧美的体现达到了新的高峰。

Page 5



《中国当代文学60年卷一》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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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60年卷一》

精彩短评

1、此书具有很好的逻辑性，书中板块明确
2、挺好的 正版 但是包装太简单了 纸盒子破了 里面的书都被磨损了 希望以后能包的严实一点
3、这套文学60年丛书，我很喜欢，早就想要作为参考，写文章或了解我国文学发展几十年的历程都很
有帮助，值得拥有。
4、这本书很好，对文学院的学生很有益处！
5、文学研究书籍。在上海福州路按斤买的。大家可以去福州路按斤买书呀。哈哈
6、书面不干净，纸质很差，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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