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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研究》将众多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分别置放在历史语境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史
的链条中予以解剖，考证其独有的叙述特征与学术意义、历史渊源与影响。辨析束公开出版的文学史
著的意义，比较同一文学史著不同版本之间的叙述差异，打捞曾被忽略的叙述内容、叙述方式及叙述
评价，探究隐藏在共时性特征背后的文化政治学，归纳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在叙述内容、叙述声部与述
史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共时性特征与历时性演变规律，并比较大陆内外文学史家的异同及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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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研究》

作者简介

　　张军，男，1975年生于湖北宣恩，汉族。2010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
学博士学位，论文获华中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现为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潍坊学院教
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研究。主持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山东省教育厅项目、山东省文
化厅项目等多项科研课题。曾出版学术专著《流动的经典——柳青接受史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丛刊》、《武汉大学学报》、《南方文坛》、《天府新论》等期刊发表文学史研究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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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研究》

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节 缘起与研究现状一 缘起二 研究现状三 既往研究的缺失与新的学术生长点第二节 研究对象
、研究理论与研究线索一 历史、文本、叙事二 话语立场、叙述声部及述史方式第一章 “新中国”文
学史第一节 “新中国”形象塑造一 新的命名及策略二 新中国的形象化三 第一代文学史家的皈依第二
节 “社论式”写作一 历史书写的在场性二 文本空间的单一性三 集体情绪的感召性第三节 逐渐激进的
述史线索一 两条路线斗争的述史线索二 “不断进步”的述史线索三 史学模式的机械套用第二章 “新
时期”文学史第一节 “新时期”新任务一 对“真”的共识与歧异二 对“全”的追求与调协三 党性与
理性的糅合统第二节 “客观化”写史一 学科化建构二 教育教学的权威三 语言客观化第三节 文学史分
期的意识形态一 三分法和四分法二 不同的两分法三 分期的潜规则第三章 走向“个人化”文学史第一
节 多样化文学史编撰格局一 政治话语让渡权力二 知识话语日渐成熟三 个人话语浮出地表四 新的学人
新的范式第二节 “多声部”叙述一 多方会谈二 作为主持人的文学史家三 重组真实第三节 多元的述史
方式一 多元化的文学史分期二 多元化的文学史情节⋯⋯第四章 “他者”的文学史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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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研究》

章节摘录

　　文学史为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和精彩的内容。在新中国，中国古代
文学史从语言、文字构成的历史当中，寻找民族精神的祖先，建立国家文化的谱牒，以完成关于幅员
辽阔、文明悠久的祖国的想象，将抽象的中国变成了感性的形象；中国现代文学史则通过中国现代历
史的回顾，展现中国现代时期所经受过的屈辱挫折，以及广大的仁人志士为华夏民族的新生谱写的慷
慨悲凉、昂扬奋进之曲，从而为新中国的诞生论证了历史逻辑性；而本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通过
展示新的文学史概念、新的作家作品、文艺方针的选择与阐释来展示新的国家性质、新的政治制度、
新的人文风貌、新的理想国民，以此确保所有国民对其保持高度的认同感与坚贞不渝的忠诚度，并确
信新中国具有无可怀疑的合法性。可见，文学史的书写与民族国家的新生互为因果，新的民族国家创
造了新的文学史书写，新的文学史书写构建了新的民族国家。　　一 新的命名及策略　　尽管20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当代文学史编撰者对新中国成立后这段文学历史命名有所不同，而且这些不同的命名随
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时限延长会让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苦恼不已，但是让我们回到历史的起点，就
会发现这些不同命名蕴藏同样的一个意蕴，就是以新的国家的诞生为理据，创建了“新”的文学史起
源。这意味着一种断裂与继承，即对旧有事业的部分断裂并由此有选择地加以继承从而开始一种全新
的未来。而对于文学来说，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新”的文学，也即有“新”的命名，“新”的概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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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研究》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对当代文学史的编撰史作出了清晰的勾勒，对不同历史时段的文学史编撰特色均有准确的描
述。其中，尤以对“探索期”和“‘他’”的文学史的评述更见作者治学的功力：一方面能从纷纭复
杂的文学史现象中归纳出言之有据的编写范式，另一方面又能对各史家编撰的得失作出公允的评说，
从而显示出开阔的治学视野和富有个性色彩的评论立场。此书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具有重要
的参考意义。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导（樊星）　　　　该书选题具有学术价值、理论意义
和实际价值；论文观点大体反映近些年来文学史写作和研究的一些声音，并有一定的个人体会和认识
。对文学史写作的分期，也基本合理，其中一些提法不乏闪光点，如“社论式”写作等。最可贵的地
方是作者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史著作，收集了很多研究性成果，资料非常丰富、充分。论文的整体结构
较为合理，语言准确、流畅。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导（王学谦）　　　　该书考察了大陆
当代文学史著在文学史内容与体例、叙述声部与述史方式等方面的共时性特征，梳理出了中国当代文
学史叙述的历时性嬗变规律，将改变中国当代文学史没有编撰史的学术现状。而其以叙述方式的视角
来研究文学史编撰史，思路新颖，方法独特，为文学史编撰史研究寻找到一种新的路径。其对中国当
代文学史编撰中隐藏的文化政治学的分析也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导
（贺仲明）　　　　该书把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并把话语立场、叙述声部和述
史方式兰条理论线索贯穿其中，形成经纬相错的结构；并另加一章海外学者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
整体说来，该书的理论思考相当清晰，结构相当紧凑，运用了较为丰富的史料，显示了论者相当扎实
的专业素养和较强的研究能力。本书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 博导（文贵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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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研究》

精彩短评

1、当代文学史学史研究，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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