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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蒋寅、孟繁华《中国古
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与意义——与中国
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蒋寅先生的对话》

文章对古代文论的价值、特质、现
代转换等问题作出了具有推进性的思
考，而这些问题恰是西方理论坐标错
位、本土理论资源寻求回溯背景之下
当下理论界建构中所凸显的症结实质
所在。文章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切传
统之命脉，洞隐烛微，分条析理，博古
通今，彰显出重要的理论价值。

获奖作品：王尧《作为文学史研究
过程的“历史化”》

文章洞察变异叠加、纷繁错综的
文学史与文学研究的动态发展系统，
辨析“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历
史化的不同范畴，勘探“新传统”与“旧
传统”的断裂与关联，点明当代文学史

“特征化”的重要意义。文章在当代文
学历史化问题多年来形成的含混不
清、聚讼纷纭的变焦语境中，披斩出了
明晰可寻的学术理路。

获奖作品：杨辉《〈讲话〉传统、人民
伦理与现实主义——论路遥的文学观》

文章从敞开的历史语境进行结构
性探索，阐释出路遥文学观与《讲话》
历史构想的思想渊源，并引发出对“人
民文艺”与“人的文学”、1942年以降之
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
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学评价标准等问题
论域的再思，呈现出纵横开合的历史
研究视野。文章陈思深远、论证稳健，
既有思辨力道，也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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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刘大先《镀
金时代的城市之心——〈景
恒街〉与情感结构的变迁》

文章从 18 世纪以来情
感模式的变迁与小说书写
的关系和沿革中梳理出了

“浪漫之爱”的文化—理论
谱系，并将论述对象放置于
这一谱系之中进行解读，在
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景恒
街》中的情感结构被放置在
职场、资本与权力等层次中
作一一剖析，解读细腻深
入，颇具思辨力，显示了作
者开阔的视野与良好的文
学感知力。

获奖作品：王金胜《现
实主义总体性重建与文化
中国想象——论陈彦〈主
角〉兼及〈白鹿原〉》

文章将陈彦《主角》一
文放入现实主义总体性的
场域中来考察，通过对照

《秦腔》《白鹿原》等作品，
指出《主角》以“传统”为

“现代”、以“空间”超越“地
方”的独特价值所在。在
宏阔的文学史视野与坚实
的理论储备中，实现了基
于文本而超越文本的细读
与批评，是一篇视野开阔、
论述精当的文章。

获奖作品：程光炜《心思
细密的小说家——读付秀莹
长篇小说〈陌上〉》

文章独辟蹊径，从小说
的抒情内容与抒情话语的关
系入手，精磨细研作品的艺
术肌理和作家的创作个性，
继而又将文本的抒情引入历
史性的抒情之中，拨云见日，
从而境界全出。论文对文本
的阐释，隽永灵动，委婉别
致；对作家创作特色的论证
切中肯綮，深入浅出，堪称文
学批评的上乘之作。

获奖作品：岳雯《安
魂——读阿来长篇小说〈云
中记〉》

文章娓娓道来的写作
笔调，细腻妥帖的文本细
读，显示了论者对阿来小说
深入肌理的体悟与感受。
作者从“废墟美学”的角度
切入《云中记》并完成逻辑
自洽的阐释，没有高深的理
论术语，也无学院派的板正
规制，显示出论者独特的个
人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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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洪子诚《“修正主义”遇
上“教条主义”——1963年的苏联电
影批判》

文章对1950-1960年代中国文艺
界对苏联“新浪潮”电影的批判这一历
史事件进行了细致的爬梳，以镜像映
出社会主义文艺在遭遇“危机”情况
下的内部分裂，探照辨认艺术家的个
体应对差异。扎实的史料整理与缜
密的学术判断彰显出作者“论从史
出”的治学之功。对当代文学的史学
研究而言，洪子诚的成果具有重要的
示范意义。

获奖作品：丁帆《重树“典型环境
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
重读〈弗·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
斯〉随想录》

文章是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传统
认知的化故从新，在对经典文献切磋
琢磨的基础上，锚定了“细节真实”“当
代性”“反立场”三个逻辑支点，从而别
构深化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
理论真义，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批评
有秉要执本的指导意义，展露出作者
深厚的学术素养与坚毅的理论勇气。

获奖作品：李建军《论路遥小说叙
事中的悲剧性问题》

文章从作家的人生经验入手，以心
理结构、伦理原则和道德倾向的研究
视角，潜心于文本细读的精研，从而厘
清了作家“融合型悲剧叙事”的成因。
文章不仅逻辑规整、思辨严谨，更是涵
纳了作者情动于衷的真挚之心，是一篇
融情于理，理至而情深的批评佳作。

获奖作品：南帆《悬念：轻与
重——读格非〈月落荒寺〉》

文章将小说设置的悬念抽丝剥茧
般层层分解，揭破小说如何以“文绉
绉”的叙述语言将人物形象的刻画与
周围的生活微妙疏离，从而生成了故
事本身的神秘感，进而呈现出当下知
识分子的存在状态。文章蕴藉儒雅
而又机锋内敛，营造出一如作品那般
非花非雾的哲思氛围，才情思智浑然
天成。

获奖作品：贺仲明《建构以文学为
中心的文学史——对于中国现当代文
学史建设的思考》

文章欲求摆脱过往文学史写作以
政治与现代性为主导思想的窠臼，探
求以“文学为中心”的，具有丰富思想
交锋、开放审美内涵、明确主体标准与
历史意识的价值，表达了建构与其他
的文学史共存、互补的，多元动态的生
成性文学史的学术期待。文章在学科
推进的背景中深探时代症结，辩证地
重构内置本质倾向的文学史观，具有
革故鼎新的重要史论意义。

获奖作品：汪政《市朝欲认不知
处——评王松长篇小说〈烟火〉》

文章论析了小说《烟火》借鉴民间
艺术，从地域文化、人物性格与艺术风
格上提炼“津味”经验的新质。文章敦
厚老练，在从容悠缓的文本分析中展现
出小说的艺术风貌及创作特色，从根本
上揭示《烟火》的意义更在于其对“地方
压抑的一次带有根性的突围”，兼具深邃
的思考与诗性的笔触，可以视为细读又
不拘泥于文本的批评典范。

获奖作品：丁国旗《习近平文艺
“精品”标准的六个维度浅论》

文章以习近平有关文艺的系列论
述为依据，从“精品”的内涵和外延两
个方面论证了“精品文学”的六个维
度，为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
系列论述的系统化理论化认知作出了
联系实际的思考，高屋建瓴、逻辑清
晰，显示了深厚的理论修养和高度的
责任感、使命感。

获奖作品：丁晓原《新时代的中
华民族史志——论脱贫攻坚题材报
告文学》

文章在报告文学的历史流脉和时
代变革的双重语境下，考察脱贫攻坚
题材报告文学的纷繁形色，条分缕析
各个层面创作的深在特质，从而总括
出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的“史诗”特
质，深厚的学理支撑与结实的文本分
析使文章拔萃出群，富有时代意义和
现实意义。

获奖作品：陈培浩《叙事装置、灵的
启示和善的共同体——解读迟子建〈烟
火漫卷〉的城市书写》

文章以“叙事装置”“灵的启示”“善
的共同体”三个关键词构建出迟子建城
市书写的隐性格局。文章以文本细读
为基础，在古今中外的宏阔背景之下较
异研殊，凸显出作者丰富的知识储备与
宽广的学术视野。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文学研究类学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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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鼓励培养优秀学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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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年度优秀论文奖”每年评选一次，评选对象为本年度刊发在《中国当代

文学研究》上的全部论文。评审分为初评和终评两个环节，初评由编委或责编推荐产生，终评由中

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担任评委，以实名投票方式产生获奖论文。经过专家评委会

投票，2019年度共有7篇论文获奖，2020年共有9篇论文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