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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久' 战

凡 例

一、本辞典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工具书，收条目近4000条。所收条目时限从“五四”前夕新 

文学运动发端至1949年9月30日止。1949年10月以前所写或所编、10月1日以后出版的作 

品、论著、报刊没有收入;建国前开始创作的作家，若当时影响不大，则不论其后来文学成就高低 

大小，亦不收入。

二、本辞典所收条目按内容分为作家，作品，报刊，社团、流派，文学运动、文学思想论争、文学 

事件及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词语五部分，附录中国现代文学大事年表。

作家部分包括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文学理论批评家，共693个条目。释文说明作 

家的生年（已逝世者加卒年）、原名、主要笔名、籍贯、生平简历、创作情况、主要社会任职及主要作 

品O
作品部分包括新诗、小说、散文（含杂文和报告文学）、戏剧、文学理论批评的单行本和极少数 

选集、文集、合集，共2563个条目。释文说明作者、出版时间、出版机构、有无序跋、主要篇目、内 

容及艺术特色，戏剧除话剧外,均标明剧种。一般据初版本，个别据非初版本或后来版本有重要 

改动者，均作说明；作品发表后有权威性反应者作适当介绍。

报刊部分只收录以发表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批评文章为主的文学报刊或发表有关文学的文 

章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报刊，共582个条目。释文说明创刊及终刊时间，出版期数，编辑者与主要 

撰稿人，办刊宗旨，所载主要文章的内容、倾向。

社团、流派部分共132个条目。“社团”释文说明成立时间、主要成员、所办刊物、文学主张及 

共同的创作特色；“流派”选择较为学术界所共识者加以介绍，释文说明主要作家姓名，该流派的 

代表作品、思想倾向及相近的艺术风格。

文学运动、文学思想论争、文学事件及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词语部分共76个条目。“文学运 

动”释文说明时间、主要倡导者、理论主张与实践；”文学思想论争”释文说明发生时间，各方代表 

人物、重要文章、争论的问题；”文学事件及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词语”择取现代文学史上由重要事 

件或现象而形成专门词语者加以说明，主要介绍史实。

三、本辞典力求准确、简要地提供有关知识，对所有作家和文学历史现象，着力于客观叙述； 

凡属文艺界、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立论力求稳妥，以保证本书作为工具书的科学性与稳定性。

四、各部分条目释文字数大体有所限定（如作品每个条目释文约200字，作家300字至500 
字，期刊300字至500字，其他约500字）,但因有的条目内容较丰富或较复杂，字数有所突破;有 

的则因撰稿人掌握有关史料不多，故字数偏少。条目释文长短并不寓有评价之意。

五、本辞典各部分条目按笔画为序排列（其中作品部分的条目先按诗歌、小说等体裁次序排 

歹!J,然后再分别按笔画为序排列）；首字笔画相同的条目按起笔笔形一1丿、7的顺序排列；同一单 

字起首的条目，按字数多寡顺序排列；条目字数和首字笔画均相同者,按第二字的笔画排列，以此 

类推。

中国现代文学大事年表具有编年史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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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1

作 家

- 吼(1898—1976)小说家。原名周定山，字克 

亚。台湾彰化人。幼年在私塾学汉文。年轻时当过木 

工、店员、私塾教员，曾参加台湾文化协会,从事抗日宣 

传工作。1931年秋，台北和台中部分文人组织南音 

社，次年1月创办文艺杂志《南音》，一吼为南音社同 

人,开始在《南音》上发表白话小说。1945年台湾光复 

后，曾在台北配销会工作。晚年在彰化县鹿港龙山寺 

教汉文。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摧毁了的嫩芽》、《老成 

党》、《旋风》、《乳母》等，民间故事《王仔英》、《鹿港憨光 

义》等。另有未刊行的旧诗集《一吼劫前集》、《大陆吟 

草》、《一吼居谭集》等6种。

丁 力(1920—1993)诗人。原名丁明哲，字觉先。 

曾用笔名白丁、明哲、洪湖等。湖北洪湖人。小学文化 

程度，抗战爆发后失学。40年代初，在南京、上海沦陷 

区组织保爱诗社。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1947年与 

胡牧等编辑《平民诗歌丛刊》、《诗主流丛刊》。1948年 

底与杨琦等编辑《诗行列丛刊》。1949年在南京加入 

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在中共南京市委 

宣传部《文艺学习》和《诗刊》编辑部工作，任《诗探索》 

副主编，在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主要作 

品有诗集《召唤》、《灾区的小故事》、《从乡下唱到城 

里》、《大红花》、《仇恨》等,诗论集《诗歌创作谈》。

T 耶(1922-)诗人。原名黄东藩，曾用名黄 

滁。笔名丁隐、丁藩、黄泛等。辽宁岫岩人。早年在天 

津、北京读小学、中学。抗战爆发后，流亡到湖南、广 

西、四川。1942年髙中毕业，曾到书店当店员。1945 

年入中央大学中文系，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开始发表诗 

作。1947年赴晋察冀解放区，在华北联合大学艺术研 

究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北大学、东北师范 

大学、吉林省文联工作，任吉林省作家协会理事，系专 

业作家。主要作品有诗集《外祖父的天下》、《翻身记》、 

《奶子山的春天》、《志愿军英雄赞》、《五挂大车跑安 

东》、《新中国建设要抢点到》、《白玉的基石》、《鸭绿江 

上的木邦》等。

丁易(1913—1954)小说家、文学史家。原名叶鼎 

彝、叶丁易。笔名孙怡、访竹、童宜堂等。安徽桐城人。

193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曾参加“一二九”运 

动。抗战期间，曾在成都省立戏剧音乐专科学校、兰州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四川江安国立剧专等校任教。 

1944年一度从事专业文艺工作。1945年在四川三台 

东北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次年因支持进步学生运 

动，被学校当局解聘。后应民盟左派之约，任重庆《民 

主报》总编辑，兼任社会大学新闻系主任。1946年冬 

到北平师范大学任副教授。次年冬去解放区北方大学 

历史研究室工作。1948年任华北大学中国语文研究 

室副主任。1949年北平解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务 

委员会委员兼中文系教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去苏联莫斯科大学讲学，次年在莫斯科病逝。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过渡》、《雏莺》以及《丁易杂文》、 

《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国文字与中国社会》、《明代 

特务政治》、《战斗的朝鲜后方》等。

丁玲(1904—1986)小说家。原名蒋伟，字冰之。 

笔名丁玲、彬芷、丛喧等。湖南临澧人。幼年丧父,4 

岁跟随当小学教员的母亲辗转流徙，曾在桃园第二女 

子师范学校、长沙岳云中学读书。1922年到上海人平 

民女校，次年秋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5年离开 

上海去北京,不久与胡也频相识并结婚。1927年开始 

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1928年初和胡也频同到 

上海，组织“红黑社”，出版《红黑》半月刊。1930年参 

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北斗》杂志。1932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被国民 

党特务秘密绑架，在南京囚禁3年。1936年秋，在党 

组织的帮助下逃出南京，奔赴延安，先后担任过红军大 

学教授、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 

编。1946年参加土地改革，写出了长篇小说《太阳照 

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曾获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 

奖金二等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 

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人民文学》主 

编，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名讲习所)所长。1957年被 

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十年浩劫中受到残酷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得到平反并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 

主要作品有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在黑暗中》、《自 

杀日记》、《一九三O年春上海》、《韦护》、《水》、《夜会》、 

《母亲》、《意外集》、《泪眼模糊中的信念》、《我在霞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