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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专题

— 当代文学专题

（思潮、活动、会议、争鸣、术语）

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是当代中 

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包括大陆文学、台 

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等部分。通常所 

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的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是承续“五四”新文学传统 

的社会主义文学。1949年7月举行的中华全 

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当代 

文学的历史开端。从总体上说，中国当代文学 

是由新民主主义性质转变而来的具有社会主 

义性质的文学。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是以 

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学事业。它在批 

判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倾向和艺术 

倾向的同时，最广泛地吸收全人类的文学艺 

术和精神文明成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文学。第二，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第 

三，它明确回答了文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公 

开申明文学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 

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广泛而深 

入地探索文学如何同人民群众取得密切联系 

的历史，它一方面努力满足各阶层群众的不 

同需要，并以自己的不断发展来满足社会主 

义时代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审美需求；另一 

方面则反对各种脱离人民大众的倾向。第四， 

努力倡导积极表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生活 

或用社会主义观点来表现和反映各个历史时 

期的现实生活，表现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创 

造历史的辉煌业绩和他们的情操与理想、情 

感与愿望。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时代风 

貌和精神风貌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文 

学都不具备的。

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一条光 

辉而又坎坷的道路，取得了重大成就。首先， 

文学的艺术视野和创作领域不断得到拓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努力摆脱着 

各种狭隘的教条，打破各种刻板的艺术规范， 

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不同历史时期 

中，丰富的社会生活，各阶层人士复杂的内心 

世界不断地得到艺术反映，现实生活中成长 

起来的新的人物、人民群众中萌发的新的情 

感不断地得到真实的表现，时代进步的趋势 

和历史发展的意向不断地得到艺术的揭示。 

这一切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社会历史伟大变 

革的宏阔画卷，成为人民大众心灵世界的生 

动写照。其次，文学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日 

趋丰富，各种艺术流派、艺术表现手法百花齐 

放，竞相争妍。中国当代文学既继承了中国文 

学艺术传统中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经验，又在 

世界文学中吸收了外来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 

巧，艺术表现力日见丰富。它一方面形成了自 

己清新、明朗、刚健、质朴的时代风格和民族 

风格，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地域风 

格和个人风格。各种创作方法和艺术表现手 

法的兼收并蓄，融汇贯通，使中国当代文学的 

艺术形式得到长足发展，形成了以现实主义 

为主导的开放的、多样化的艺术格局。再次， 

文学创作队伍不断壮大。中国当代文学的作 

家队伍是由开创“五四”新文学的老一辈作 

家、在民主革命各个阶段作出贡献的作家、在 

新中国诞生后走上创作道路的作家和新时期 

涌现出的新作家这四个基本部分构成的，其 

中也包括了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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