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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PDF电子书全11册，由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出版。mmA万圣书城

奉献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一套《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点牵头编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系列编年史著之一,仅“现代”部分,组织编写的时间就历时五年之久,加之先前已经推出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总体时间更在八年以上,如今总算初具规模,可以说是大体完成了我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的一种表述。mmA万圣书城

编年史,顾名思义也就是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历史记录方式。编年史的写作,中外并见,既是中国自己的一种传统,也是西方古典时代就存在的叙述方式,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 Livius, Titus,公元前59年一公元17年)的《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塔西佗( Tacitus,约公元55年-120年)《编年史》和中国的《春秋》、《左传》及《资治通鉴》等都属于著名的编年史经典。《春秋》被称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被誉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则是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学编年史的写作始于现代人的自觉探求,历史学家陈寅恪建议文学硏究不妨借鉴“史家长编之所为”,“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①这就是文学编年史。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任总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著述上至周秦,下迄当代,共分十八卷,每卷约80万字,总计1400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编年史,其中於可训主持的现当代部分也是迄今最详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通史。进入2013年,更有钱理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等面世,有学者据此而称是“又一次文学史写作的高潮到来了”。当然,是不是真的掀起“高潮”还可以继续观察,但是,中国学者试图以新“编年”方式入手发现文学的“新历史”则是毫无疑问的。mmA万圣书城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书目：mmA万圣书城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第1卷  1895-1905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第2卷  1906-1915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第3卷  1915-1919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第4卷  1920-1923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第5卷  1924-1926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第6卷  1927-1930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第7卷  1930-1933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第8卷  1934-1937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第9卷  1937-1941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第10卷  1942-1945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第11卷  1945-1949mmA万圣书城

[image: 857.jpg]mmA万圣书城

[image: 858.jpg]mmA万圣书城

[image: 859.jpg]mmA万圣书城

[image: 860.jpg]mmA万圣书城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出版说明：mmA万圣书城

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的出现首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新时期以来持续不断的“重写”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曾经分别在1950、1980、1990年代出现过三次大的高潮。1950年代是响应教育部将“中国新文学”纳入大学中文系课程的需要,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及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为代表;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大潮,“重写文学史”蔚然成风,如果说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承上启下的成果,那么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则是开拓创新的展示,其他如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郭志刚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等等构成了文学史写作的繁盛景观;1990年代文学史写作更加多元化,继续追踪文学研究动态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分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史著的经典之作,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则开启了关注文学生产体制的新格局。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史的写作基本上沿袭了1990年代的多元化方向,不断拓展新的叙述空间,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一次系统勾勒了雅文学主流之外的通俗文学的世界,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标志着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最新成果。mmA万圣书城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所以值得“拓展”乃是因为“以论代史”依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文学史叙述。作为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潮流的继续表现,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也和“重写文学史”思潮一样充满“拨乱反正”的意味,经过多少年“以论代史”的千扰,我们对于“文学”历史的诸多基本情况——作家作品与期刊图书出版的基本情况本身其实是相当隔膜的,仅仅是“论”的展示并不足以揭示文学的历史演进,不足以还原文学历史的真相,“编年史”的价值可能正在这里,它力求将文学的发展还原为一系列最基本的文学现象的素朴的呈现,呈现将尽可能真实地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新诗编年史》的著者刘福春先生曾经感慨说,目前出版的中国新诗史,算上全部有名目的诗歌出版物,也不到他所掌握的数量的半,如此比例的研究基础,实在令人质疑不断。所以,从进入中国新诗研究的那一天开始,刘福春先生就另辟蹊径,将主要的精力置于中国新诗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和勘探、分析之中,先后为我们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中国新诗书刊总目》等系列著作,一步个脚印地为我们积累着中国新诗历史的点滴史料,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可以说就是这数十年心血的结晶,中国新诗终于有了自己厚重的档案和家谱,不能不说这真是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一件大事。mmA万圣书城

当然,随着当代文学持续不断的发展,随着现代文学领域不时出现对“新文学主流”、“雅文学主流”、“白话文学主流”的“独占”历史的质疑,文学史写作似乎也出现了一种逾越边界或者说模糊边界与范围的可能,以致引发了另外一类疑虑:仅仅只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否应该不断扩大我们的写作面积?是不是以时间为线索的编年史写作就成了可以收罗一切文学现象的框架?mmA万圣书城

其实,正如我们从来也不曾有过放弃主观思想认识的历史叙述一样,文学史的写作从来都不可能是不偏不倚、客观中性的材料完善工作,因为材料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无法真正完结的活动,何况对于同样的材料,如何挑选、如何陈述依然是一种“态度”的结果,史料与史识的协调配合才是文学史写作的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重写文学史”并不就是叙述范围的不断扩大——从新文学扩大到旧文学,从雅正文学扩大到通俗文学,从各种可见的“地上文学”扩大到犄角旮旯里的“地下文学”……编年史的出现也不能够简单理解为是这一“扩军”过程的理所当然的产物。mmA万圣书城

在我们看来,现代文学史的重写从来都是史识与史实的同时建构,对“以论代史”的突破最终依靠的并不只是一大堆的史料,同时也需要更坚实有力的思想,是更具有启发意义的历史思想。在透过新的思想扩大我们的认知范畴之后,在新的认识框架拓展了文学视野之后,等待我们的工作恰恰是回过头来,切实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的历史内涵与特点,重新确立现代文学的经典,重新梳理现代文学的历史逻辑,重新解释现代文学自己的传统。在新的历史经典的构建之中,所谓的“多元标准”并不意味着毫无原则地容纳一切,“多元”并不能够成为没有标准的理由。正如温儒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基本的价值标准放弃了,表面上似乎包容一切,结果呢,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连起码的学术对话也难于进行,只好自说自话。过去是一个声音太过单调,全都得按照某种既定的政治标准来研究,学术创造的通道被堵上了;现在则放开了,自由多了,但如果缺少基本的评判标准,‘多元化’也只落下个众声喧哗,表面热闹,却无助于争鸣砥砺,还会淹没那些独特的学术发现。”mmA万圣书城

最近几年,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有价值的文学编年史都不是原始材料的无限罗列,其中显然包含了著者诸多深刻的学术思想与良苦的学术用心。中国新诗尤其是当代中国诗歌常常受制于各种“非艺术”的社会事件,包括政治生活事件,也包括私人生活事件,“以论代史”的诗歌史不过是将文学艺术注解为一系列国家形势的反映,而总是忽略这些国家大事背后的异样人生与复杂生态。刘福春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缺失,所以他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将大量的篇幅花在“文学周边”的一些事件或者活动上,比如某些文坛官司的来龙去脉,还有不少的作家日记,有张光年日记、陈白尘日记、郭小川日记等等,这些日记折射出当时诗人的生活状态和遭遇,这些表面看来好像跟诗人的创作没有关系——他哪天做检讨了、哪天被谈话了——但实际上这就是真实的中国诗歌的生存,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生存下来的。这都

mmA万圣书城

是今天诗歌的生态环境,是当代文化、当代文学非常重要的场景。在这个意义上,刘福春先生的编年史其实展示的又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生态景观汇编,是中国诗歌的生态史。当我们的史家能够将诗歌发展的生态环境和作家的文字创作联系在一起,寻找两者之间的很好的映衬、说明,“还原”出我们诗歌发展百年来非常重要的细节,这些细节带给我们的就不再是一些干枯的文字符号,而是以新的思想智慧烛照我们发现历史的道路,是以论者的思想高度吸引我们重新进入历史情境,感同身受地体验中国新诗的的时代与氛围。这样的处理和安排,显然又是一般的文学史所不容易做到的。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不仅仅以副标题的形式特别标明这并非一部泛泛的文学大事记,而是“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相当个人化的历史叙述,在“总序”中,更有明确的思想提示:“更重要的是,全书条目的选择与叙述,都暗含着我们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些基本关系的持续关注,如文学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关系,文学与出版、教育、学术的发展,等等,都形成了我们的历史叙述中的内在线索,看似散漫无序、时断时续,但有心的读者是不难看出其间的蛛丝马迹的。”“个人文学生命史’应该是文学史的主体,某种程度上文学史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文学生命的故事连缀而成的。文学史就是讲故事,而且是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 mmA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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