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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和国文学60年》内容简介：已届甲子的“共和国文学”，尽管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却为
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忆，留下了颠踬顿踣的履痕和足以引发的思索。所有的经验、教训、问题和得失
，都构成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梳理与总结，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不可拒绝的承担
。好在10年前我曾主持过关于“共和国文学50年”的研究课题，有一些学术积累，在此基础上，从去
年冬季到今年夏天，在张文勇博士的协助下，经过结构的大调整、章节的新增补、材料的新充实以及
论点与文字的再打磨，遂成《共和国文学60年》一书，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一份微薄
的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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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匡汉
笔名企吴。上海宝山人。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内蒙
古日报社记者、编辑，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教师。现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华
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负责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
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1957年开始发表作
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战士与诗人郭小川》(合作)、《艾青传论》(合作)、《诗美的奥
秘》、《缪斯的空间》、《创作构思》、《诗美的积淀与选择》、《渔阳三叠》、《中国新诗学》等
，并主编《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中国现代诗论》、《共和国文学五十年》、《中国文化中的
台湾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中国当代文学》等。作品曾获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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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关于共和国文学“1949—2009”将长存于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历史不是由个人发动，而是顺
潮流而来的。机遇永远钟情于有特殊准备的民族。 60年前，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在暴风骤雨中诞生，从
此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备受欺凌的屈辱历史。站起来的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变革，为建设共和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和文
化基础。一切的宝贵来自伤痕和代价。经历“文革”浩劫后的八十年代的拨乱反正和九十年代的理性
探求，人民共和国更加风鹏远举，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道路上迅跑。历史的丰碑上赫然镌刻着四个
大字：中国，进步!仅仅60个春秋，共和国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她的儿女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以其
名列当今全球前茅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世界一道维护和平、捍卫正义、开发合作。在共和国摇篮里共
同成长的人们，把光荣和梦想写进彩虹，自然，也会把对祖国的承诺带给每一个早晨。一甲子沧桑演
进了历史巨变，60度风雨创造了新的文学中国。作为时代琴弦上的搏动与变奏，共和国文学以其宏伟
叙事，也以其划时代的进步陛和不可逆性，在苦难与奋取中拥有了自身持续发展的潜质与内力。它象
征着一种信念，塑造着一种形象，诠释着一种启迪。也因此，从学理层面上总结其经验教训，探讨其
荣辱得失，便成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无可推卸第一章关于共和国文学“1949—2009”将长存于中国人民
的记忆中。历史不是由个人发动，而是顺潮流而来的。机遇永远钟情于有特殊准备的民族。 60年前，
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在暴风骤雨中诞生，从此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备受欺凌的屈辱
历史。站起来的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变革，
为建设共和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一切的宝贵来自伤痕和代价。经历“文革”浩劫后
的八十年代的拨乱反正和九十年代的理性探求，人民共和国更加风鹏远举，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道
路上迅跑。历史的丰碑上赫然镌刻着四个大字：中国，进步!仅仅60个春秋，共和国以其强大的凝聚力
和她的儿女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以其名列当今全球前茅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世界一道维护和平、
捍卫正义、开发合作。在共和国摇篮里共同成长的人们，把光荣和梦想写进彩虹，自然，也会把对祖
国的承诺带给每一个早晨。一甲子沧桑演进了历史巨变，60度风雨创造了新的文学中国。作为时代琴
弦上的搏动与变奏，共和国文学以其宏伟叙事，也以其划时代的进步陛和不可逆性，在苦难与奋取中
拥有了自身持续发展的潜质与内力。它象征着一种信念，塑造着一种形象，诠释着一种启迪。也因此
，从学理层面上总结其经验教训，探讨其荣辱得失，便成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无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一、“共和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当我们回眸与论及中国文学时，首先会遇到诸如“新文学”、“现代
文学”、“当代文学”以及近期多有沿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百年文学”等等概念。概念是
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人类在认识世界与自身的过程中，大凡
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取出来，加以归纳，就形成了概念。上述的文学概念，体现了文学史
家对历史地存在过并正在发展中的“文学事实”的归纳，表明了史家与论者对“文学运动”的把握、
描述乃至某种“构造”，自然，还揭示了蕴含于文本、文体、文学现象及文学理念的意识形态因素和
人文背景。如此看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或“百年文学”的概念，显然是出于“把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①的理念，以晚清以来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世纪的文学进
程为对象，展开更大时段的文学史考察、研究、总结与概括，其方法论特征是强烈的“整体意识”，
且意味着把目前存在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相割裂的研究格局予以打通；“
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概念，一般是指为“救亡、启蒙、民主、科学”的主题词所孕育，以“五
四”（1919年5月）新文学运动为发端延伸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1949年10月）此一历史时段的文学
，按照权威的解释，“新文学”或“现代文学”被界定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
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即包含着多种阶级成分及流派主张
——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残余的封建文学”和“法西斯文学”，并在分类分派的
基础上确定主流与主导；①至于“当代文学”的概念，通常是指自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降并至今
尚在延续的文学，在一批由研究机构和大学撰写的“当代文学”的教材和论著中，“当代文学”被视
为独立的文学时期，且确认其“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我们不妨看一下一些论者关于“当代文学”
概念的阐述。如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的论述：作为中国革命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
和当代文学，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照耀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们
之间，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所规定，现代文学在指导思想上
虽然是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其基本内容仍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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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
义性质和内容，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战
线。② 　　又如《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的界说：中国当代文学是指l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的我国版图内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学。它是我国文学发展的最新历史阶段，也是继承和发扬我国文
学优秀传统、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和延安_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人民文艺的优秀传统，并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都产生历史性深刻变化的阶段。⋯⋯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
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①此外，还有从文学自身出发的表
述，如：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当代的延伸。它受到始于1919年的新文学革命确立的目标的
规约。它使新文学的精神在当代文学中得到延展和扩大。中国当代文学持续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即通过现代社会和人的意识情感的加入，以改变中国古典文学造成的封闭和隔绝，使文学在内容和
表达上与当代中国人的实际有更多的联系和契合；当代文学继续扩大白话对文言的战胜，它使中国文
学在语言运载上更为接近中国当代人的习惯。②上列“中国当代文学”的诸种概念，都可以聊备一说
。不过，当我们翻阅七十余种“当代文学史”一类的教材和大量“当代文学研究”的论文时，不难发
现，“中国当代文学”实际上指的是大陆60年代以来的汉族文学，而把港澳台地区的当代文学和国内
除汉族外55个兄弟民族的当代文学编入另册。人们都在说中国是完整的，但当代文学门类的研究却是
破碎和割裂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或许只能称为“半部”、“多半部”而不是“全部”
。究其原因，是我们的研究往往受到泛意识形态、经验美学和自身视野狭小三种局限，从而难能展现
全景，并在一个整体格局的背景下进行更深入的学理性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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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已届甲子的“共和国文学”，尽管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却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忆，留下了
颠踬顿踣的履痕和足以引发的思索。所有的经验、教训、问题和得失，都构成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梳理与总结，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不可拒绝的承担。好在10年前我曾主持过关于“
共和国文学50年”的研究课题，有一些学术积累，在此基础上，从去年冬季到今年夏天，在张文勇博
士的协助下，经过结构的大调整、章节的新增补、材料的新充实以及论点与文字的再打磨，遂成《共
和国文学60年》一书，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一份微薄的献礼。感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和中国作家协会的提携和支持，该书列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家重点图书”和重点作品扶助项
目，自愧并不合格，然关怀和美意铭记于心。人民出版社慨然承担此书的出版和印行，这种学人与出
版人的业缘和情谊，也是令人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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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共和国文学60年》：庆祝中国成立6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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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看见这名字就怨念怨念怨念怨念，虽然怨念不喜欢，也得给编者的劳动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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