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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十六讲》

前言

　　人文学科特别是传统的人文基础学科的研究生究竟需不需要教材？可以说，自从我国开展研究生
教育以来，对这个问题见仁见智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当然更不会有统一的共识。从实际操作情况
来看，我国人文学科的研究生基本上采取的是没有专业教材的培养方式，不仅没有全国性的像本科生
那样规范性、统编性的专业课教材，甚至各个高校、各个学科专业也都没有自编的教材。这种状态既
与我们的研究生教育理念有关，也与我们对教材的认识有关。在我们的研究生教育理念中，研究生是
高级的专门性人才，是具有高度自觉的学习与研究能力的人才，因此课堂教学和课程设计多是基于这
种理念和认识，我们重视的是研究生的主动性研究能力和学术自觉性的培养，知识性的传授基本上被
排除在研究生教学体系之外。研究生应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主动地去阅读、查找相关的研究资料、
书籍，而不是从某个专门的教材里去被动地阅读、掌握某种知识。而基于此，教材通常也被认为是知
识性、基础性、普及性的，与研究生层次的人才需要不相适应。此外，研究生招生规模的限制，客观
上也制约了教材编写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过去我们一个专业每年通常只招收有限的几名研究生，一个
导师一年最多也只招收一两名研究生，这种情况下研究生授课方式、培养方式就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
，自然不需要依赖教材。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出现了巨大变化，对研究
生教育、研究生教材的传统认知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表现在：其一，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
现在很多专业一年研究生招生规模已达到了50名左右。拿我们山东师范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来
说，近些年一直保持着40名以上的招生规模。这个规模已经超过了许多重点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一个
班级的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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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十六讲》

内容概要

　　人文学科特别是传统的人文基础学科的研究生究竟需不需要教材？可以说，自从我国开展研究生
教育以来，对这个问题见仁见智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当然更不会有统一的共识。从实际操作情况
来看，我国人文学科的研究生基本上采取的是没有专业教材的培养方式，不仅没有全国性的像本科生
那样规范性、统编性的专业课教材，甚至各个高校、各个学科专业也都没有自编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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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课程说明第一讲 当代文学发展中曲折行进的现实主义第二讲 当代文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调整第
三讲 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人道主义沉浮第四讲 文学审视中的道德再思考第五讲 文学对话中的文化资源
延伸第六讲 文化裂变中文学批评的尴尬第七讲 文化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第八讲 当代
作家身份的转变与新的文学体制的形成第九讲 文学的焦虑与焦虑的文学第十讲 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
学第十一讲 山东文化形象的叙事传统与构建模式第十二讲 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化”：中国当代
文学研究的思路转换第十三讲 “移植”与“综合”：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新术语第十四讲 精
神分析学的启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性爱叙述第十五讲 精神的寓言：小说情爱叙事的深层意蕴分析第
十六讲 地域文化与当代小说：以当代沂蒙小说家为例附录：本课程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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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十六讲》

章节摘录

　　如果说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是不充分的话，那么，在理论研究和文学史认知领域，对现实
主义的关注同样是不充分的。这倒不是说对于现实主义的问题说得不够多，恰恰相反，现实主义在当
代文学史上一直是大家谈论的重要话题。所谓不充分，不是指使用频率的量的概念，而是指现实主义
本位开掘不到位，阐发不充分。现实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成为热门话题，可是难以摆脱被扭曲的
结局，走向了“三突出”和“根本任务论”；新时期之初现实主义文学的回归居功甚伟，可是难以呈
现文学的本位，而因循着意识形态的框范；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崛起的文学多
元化和社会消费主义的商品文化，对现实主义造成了双重挤压。鉴于这种文学存在的认识的不充分性
，对于现实主义这个“老话题”，有进一步梳理和重新认识的必要。　　认识和评价当代文学，离不
开现实主义的问题。这不仅是指文学之中存在的现实主义，而且更需要着重突出对于现实主义的认识
和把握。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客观存在是不停止地变化着的，运动着的，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和
把握也是在不断发展着，在探讨之中。　　当代文学的两个段落（“十七年”至“文革”十年和社会
主义新时期）之间的转折，应被看做是现实主义所发生的转折，同时还应被看做是对现实主义的认识
和把握所发生的转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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