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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黑的这本!空响炮"#八篇小说#都
不算长#我却读了不少时间$ 没法一口气读
下去#读完一篇#必得停下来歇一歇#才能
继续$ 虽然其中有些已经不是第一次读#那
种不容易消化的感受#仍然强烈地存在$ 每
一篇结束的时候# 那种慢慢累积起来的阅
读感受迟迟不肯散去#似乎就此停留下来#

在你的情绪和意识里占据了一个位置$

另一方面#每篇虽然独立#却又是可以
互相参证的#它们是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里
的故事$这个空间的特征如此突出而又如此
地被漠视%中小城市的旧社区#即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建造的小区和工人新村#高速发
展的时代已经使它们沦落为老小区和旧新
村#住在其中的#主要是退休&下岗工人#以
及外来务工人员$这样的老龄化和低收入群
体的社区#赶不上当下的脚步不用说#未来
的命运也从日益衰败的气息中显现$

王占黑写的就是这样的旧社区里的
人#写他们日常的生活#看起来鸡毛蒜皮&

东长西短#却总格外深切地关乎生老病死$

但也别把她的小说误会为符号化的
'底层文学($ 这些积聚起来的作品触须尖
细#探及丰富的历史容量和复杂的人生境
况#叙述起来细致&平静&克制#以保证不
被外在的视角& 情绪和意识所简化和概
括#或者可以说#她的叙述是这样的社区
生活里面的)))而不是外面的#更不是上
面的)))叙述$

她似乎是以分镜的方式推进叙述和
结构作品# 缓慢移动的画面为实感所充
满#自然五味杂陈#内容不免沉重$ 然而#

她并不想背负沉重的包袱# 她的人物#她
的人物的生活世界# 并不被沉重压垮#不
仅有尊严#而且有趣#内里是有自处的逻
辑&方式和表现形式$ 能写出这些来#才是

她的作品独特的价值所在$

这里不能不说到#她是一个'

!"

后(女
生$ 这个女生迄今为止的创作)))除了眼
前这本小书#还有另外一部小说集)))差
不多都是写社区和老人的#写她的父辈和
祖父辈$ 你可以说她有能力)))稍微对比
一下同龄人#就会发现这是一种不常见到
的能力)))把眼光从自己和自己这一代
身上移开#理解和致敬前辈*同时#也同样
重要的是# 这也是面对和梳理自身的方
式%她和她这一代的许多人#是在这样的
社会空间和人际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这也
是她们自己的经验$ 她没有隔离和排除这
样的经验#而是从中发掘和领会与自我密
切关联的方方面面$

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前两天#王占黑
获得一个文学奖$ 颁奖台上#贾平凹拿着
奖牌找不到领奖人#想不到叫这个名字的

人就是站在他身边的女生$ 看她的文字#

她写的系列社区&街道'英雄谱(#多半也
会误解了她的年龄和性别吧$ 我记得好几
年前#她刚读研究生的时候#给我看几篇
短作品#我说单独看也好#如果能多写一
些#放在一起看#会更见出好来$ 我只是随
意说说#没有想到她那么有耐心#延续几
年#真的一篇一篇写下来了$ 如今#她已毕
业# 还在继续写她表面波澜不惊的故事$

倘若读者有耐心# 或许会感受到一些什
么# 在心里留下一些什么 # 哪怕只是有
趣)))它们确实是些有趣的故事#也好$

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建构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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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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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年代开始至
今#郭延礼先生已在中国近代文
学研究领域勤勉耕耘&持续探索
了整整

&%

年# 出版了数十种研
究著作 # 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
文#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学科建设
中留下了足迹#引领着中国近代
文学的研究进展#为中国近代文
学研究界树立了榜样$ 特别是在
进行了多个重要文献史实问题&

文学史理论观念问题的深入思
考#进行过不同阶段&不同流派&

不同文体文学创作的多项个案
研究 &专题考察 #经过充分学术
准备之后终于完成的皇皇

'(%

多万言的三卷本!中国近代文学
发展史"# 不仅是郭先生众多著
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而且
是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建构与发
展的重要成果$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 "的
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界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
学科领域&足以代表研究水平的
专家文学史$

#%

世纪
#%

年代以
降# 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随
着 '中国近代史 (观念的不断明
晰和强化#'中国近代文学(概念
也逐渐形成和发展#先后出现了
胡适!近五十来中国之文学"&陈
子展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周作
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等著作$ 这些
著作基于不同的学术观念&思想
方法和文化意图#从不同角度对
中国近代文学的学科开创和建
构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部反映全新政治文化背景
下中国近代文学学术转换和学
科建设的著作是复旦大学中文
系

)!$&

级学生集体编写的 !中
国近代文学史稿"$ 等到中国近
代文学作为一个人文学术研究

领域&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
分再一次被关注的时候#已经是
*+

世纪
,%

年代了$ 时间过去了
近

-%

年#研究者也换了几代人$

从学科建构特别是教材建设的
角度看#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有
任访秋先生主编!中国近代文学
史"& 管林先生和钟贤培先生主
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等$ 陈
则光先生著 !中国近代文学史"

虽然出版时间较任访秋主编的
!中国近代文学史"早#但由于原
来计划的上中下三册只完成了
上册#其代表性也不能不受到影
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写的 !中国近代文学百题"也
具有文学史著作的部分功能$

直至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
发展史"的出现#方在学术积累&

学科建构和研究进展的多重意
义上宣告了中国近代文学专家
文学史的诞生$ 从此#中国近代
文学研究方从以普及读物&高校
教材&一般论文为主要成果形式
的阶段 # 提升到专家文学史撰
著 &专门问题研究 &重要文体考
察& 研究专著陆续出版的阶段#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
学多个领域的扎实建设和研究
进展$ 其后数年#张炯&邓绍基&

樊骏主编的
)%

卷本 !中华文学
通史"第

$

卷!近现代文学编"的
近代文学部分出版#也具有专家
文学史的特征#该书篇幅约为郭
延礼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
).-

$ 因此 #也可以认为 #郭延礼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 从研究
专家而不是高校本科阶段课堂
教学的角度与高度描述出中国
近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和主要内
容#奠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历程描
述和价值评判的学术基础#具有
承前启后& 转换生新的基础性&

启发性意义#对后来的中国近代

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

世纪
*%

年代以来# 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近代文学研
究主要是被作为中国新文学+后
改称现代文学,的渊源而受到关
注#并在这个意义上逐步获得了
学术合法性& 确定学术地位的$

这种新文学&新文化立场和标准
一方面强势确立了中国近代文
学的文学史价值& 地位和意义#

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
了处于中西冲突&古今嬗变之间
的中国近代文学的丰富内涵和
复杂景观$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

世纪
,%

年代$ 在此期间的大
部分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著述#

都是以新文学&新文化的眼光和
标准进行价值判断的#以至于在
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理所当然$

直到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
发展史 "的出现 #才首次全面准
确&清晰有力地表现了中国近代
文学的研究水平和学术能力#中
国近代文学研究界才具有了更
加明晰的学科意识& 建构能力&

知识呈现和话语方式$ 从日益开
阔的文学史观念和学术立场出

发#以尽可能接近中国近代文学
史本相的贴切角度& 内在立场#

对其历史分期与发展阶段&总体
框架&基础知识&基本线索&文学
思想与观念& 文学流派和潮流&

创作现象与流变&主要文体及形
态 &典范作家及作品 &文学史贡
献及局限等等#进行了一次全面
深刻的描述&分析&阐发和评价#

在很大程度上确立和呈现了中
国近代文学史的总体景观&知识
谱系 &话语方式 #推动了中国近
代文学的学科建构#为后来研究
者提供了可靠的文学史资源和
研究引领$ 从教材建设的角度来
看#这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

是在先前出版的数种本科层次
的中国近代文学教材的基础上#

出现的第一部由国家教育部正
式推荐的供研究生使用的中国
近代文学史教材#表明中国近代
文学的教材建设达到了新水平$

最近面世的!中国近代文学
发展史 "修订本 #则反映了中国
近代文学研究学术观念& 基本方
向与研究视野的不断丰富和适时
转换$ 时间过去了近

-%

年#郭延
礼先生也已从一名年富力强&才
情英发的中年# 变成了一位年届
八旬&精神矍铄的长者$在初版本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特别
突出者如% 对近代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现象& 作家作品予以特别关
注#希望能够反映'中国(而不仅
仅是'汉族(近代文学史的面貌*

基于对晚近以来中外文化接触冲
突&交流汇通的理解和把握#对近
代翻译文学的国别& 文体和形态
进行尽可能准确充分的呈现与分
析$这些颇有成效的努力#为近代
文学研究者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学
术天地和思想空间$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修订
本中有多处修订&补充&重写&新

增的内容#特别值得注意$比如关
于近代女性文学的部分就作了显
著加强$ 以近些年来郭先生对于
近代女性文学的专门研究# 把原
已提出的'强化女性文学方阵(的
设想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呈现
了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群体的多姿
多彩和独特成就$可是谁又知道#

为了补写修订本中的第
/)

章!

*%

世纪初期 +

)!%%0'!'!

,的女性文
学"+约

&

万字,# 郭先生花费了
'+

多年的时间#跑遍了京沪广等
地的图书馆# 在馆藏的发黄变脆
的百年前报刊中搜索& 查找原始
资料$在占有新的史料的基础上#

他又提出了 '

*+

世纪第一个
*+

年+

'!++0'!'!

,中国女性文学四
大作家群体(这一文学史概念#更
充实了'近代女性文学方阵(的研
究$ 又如对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
进程的认识#他明确提出近代'戏
剧界革命($ 在该书初版本中#郭
先生采用的还是当时学界通行的
一般说法%即'诗界革命('文界革
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运
动(*在修订本中#他对这一重要
的文学史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和
思考#将'戏剧改良运动(正式修
改为'戏剧界革命(#从而将中国
近代文学史上原来的'三大革命(

的说法发展为'四大革命(#这在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界也是首创之
举$ 可以看到# 从初版本到修订
本#特别是一些重要修改&新增内
容# 不仅反映了郭先生数十年来
一以贯之的勤勉严谨& 求实创新
的学术精神&治学态度#反映了郭
先生学术思想& 文学史观念的调
整变化# 更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学
研究的学术积累& 风气变化和寻
求创新发展的学术史轨迹# 尤其
体现了

*+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的学术史轨迹#因而具有重要的
学术史意义$

*+',

年
/

月
*

日
!

责任编辑
.

朱自奋

10234567789:;<=>?

三味书屋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

郭延礼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空
响
炮
%

王
占
黑
著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