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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的世纪之路中篇小说的世纪之路
————““百年中篇典藏百年中篇典藏””总序总序 □□林贤治林贤治

如果以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8首白话诗作为中国新诗的起点，如

今新诗已经度过了它的百年华诞；如果以1920年1月新诗社编辑部编的《新诗集》

（第一编）的出版为标志，中国新诗选本也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百年来的新诗编选

活动，不仅是新诗传播与经典化的重要环节，也与新诗创作相互呼应、紧密相连。

在新诗问世后不久，新诗选家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最早的一部诗选应该是

《新诗集》（第一编），新诗社编辑部编辑，新诗社出版部于1920年1月出版。此外还

有许德邻编的《分类白话诗选》（1920年 8月）、新诗编辑社编的《新诗三百首》

（1922年6月）、北社编的《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1922年8月）等。这时候，新诗

创作与新诗编选都处于草创与初步发展期，因而此时的选本，更多具有传播新的诗

歌理念、维护新诗合法性、保存新诗文献并实现初步的经典化的意义。作为中国新

诗年度选本的开山之作，《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选目严谨、点评精当，备受新文

化界赞誉。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8月何仲英编纂的《白话文范》第二册首次收入

了3首新诗：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沈尹默

的《生机》。这是新诗首次进入国文教科书，其意义也是十分重大。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新诗创作的推进，新诗选本领域出现了朱自清主编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这样的经典选本。该选本彰显了中国新诗第一个十年的实

绩，以“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勾勒出新诗史，选入了周作人的《小河》、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戴望舒的《雨巷》等优秀作品，建构了郭沫

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等诗人的经典地位。他还注意各家诗人风格的

多样性，比如选录了闻一多的《闻一多先生的书桌》这样“纯粹的幽默”的作品。

在40年代，较多的是个性化选本，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闻一多编选但未能

完成、出版的《现代诗钞》。闻一多坚持诗歌美质，格外欣赏同为“新月派”成员的徐

志摩、朱湘、饶孟侃等。但除了“新月派”，他选收“现代派”与“抗战派”的诗人作品却

又比较多。或许这也是他的矛盾的体现：他的选本，已不是纯粹的文学选本，而是力

图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方案。这展现了闻一多为民族与文化寻找“一剂药方”的宏

愿，而这剂药方的发展方向，正是人民的文艺。

1949至1979年，新诗创作与编选都展现了新的时代面貌，以革命浪漫主义和

革命现实主义为准则，建构人民文艺的传统并作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规范。因此，

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版的各种文学丛书其实也是具有特殊意味的选本，如“中国人民

文艺丛书”“新文学选集”与“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这些大型丛书的出版，建构

起一条完整的新诗史线索。在这些丛书中，郭沫若、朱自清、闻一多、殷夫、艾青在某

种程度上代表了现代三十年的新诗成就；1942年以后，则以李季、阮章竞、田间等

为代表。其中，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又是具有标志意味的“人民的文艺”的经典之

作：它以民族的民间的形式歌唱解放区的新人新事，塑造新时代的新模范。

就专门的新诗选本而言，1957年开始出版的年度

诗选，及时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与新诗创作的成就，

而综合性新诗选本影响最大的是臧克

家主编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

成为当时青年人了解中国现代新诗的

重要选本。臧克家以革命史来确立新

诗史线索，强调现实主义原则，将郭沫

若、艾青、闻一多、殷夫、田间确立为中

国现代诗人的代表，肯定了新文学的

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总体而言，臧克家

对新诗史脉络的梳理、对代表性诗人

诗作的选择和评述，是很有眼光的。

1979年至2000年是中国新诗创

作与编选回归审美本位、开启多元化

格局的新时代。诗坛的拨乱反正与新诗选本的破冰之旅结合在一起，这一破冰行动首先是通过回顾历

史、重塑现代新诗史而进行，其标志性成果就是1979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共同

主编的《新诗选》与1980年诗刊社编选的《诗选》出版。它们开始突破单一的政治标准，收入以往被视

为资产阶级诗人的胡适、周作人等，也收入了“归来者”诗群的作品，一体化的格局开始打破。

20世纪80年代，新诗选本大规模地向诗歌流派倾斜，如《新月派诗选》《象征派诗选》《现代派诗

选》《九叶派诗选》，正体现出对审美本位的认可，它们同时具有指导新诗创作的现实意义。阎月君等在

1982年编印、1985年出版的《朦胧诗选》，更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象征，“就像久旱春天的一声春雷”，震

撼了全国。朦胧诗潮的人道主义情怀、求新求变的艺术手法，对诗坛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也在读者中

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反响。

90年代，随着经典热的出现，审美现代性的追求近乎极致，但仍然能够在“20世纪/百年中国文

学”的思路下兼顾审美性与历史性。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有张同道、戴定南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

学大师文库·诗歌卷》和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他们都强调了文学回归审美本位、

追求审美现代性的重要性，由此都对80年代诗歌特别是朦胧诗给予了极大的倾斜。此外，《百年中国

文学经典》收入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诗界革命”代表人物的作品。

21世纪以来是个未完成的阶段，新诗选本的多元化与新诗本身的多元化一致，选本的多元混杂、

众声喧哗是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百年中国新诗”成为新诗研究与编选的范式，审美固然是衡量作

品的最重要尺度，但选家的编选立场带有更丰富、多元的文化意味。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20年，年度诗选与综合性选本影响最大，这两类选本都与时间有关，前者可以

在场地展现当下诗歌成果，后者则与新诗百年诞辰有关。就前者而言，主要有六大年选：长江诗歌年

选、《中国新诗年鉴》、太阳鸟诗歌年选、漓江诗歌年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花城诗歌年

选等。六大年选注意到新诗格局的多元化、网络的兴起对于诗歌写作与传播的冲击、新诗创作的叙事

化倾向等，在时间线索的追踪中勾勒出中国当代新诗的发展印迹。

综合性选本中规模最大的是《中国新诗总系》《中国新诗百年大典》《中国新诗百年志》等。谢冕等

人编选的《总系》从“现代性质”这一根本点出发，以“选”叙“史”，不仅数量上超过以前选本，在作品质

量上也严加把关。以胡适为例，姜涛在编选时既收入胡适在白话实验与诗艺探索方面较好的作品如

《一念》《鸽子》《湖上》《梦与诗》等，甚至收录了译诗《关不住了！》，以及《十一月二十四夜》这样之前不

大受关注的作品。《总系》还发掘了大批边缘化、被忽视的诗人诗作，如刘延陵、王怡庵、关露、贾芝、刘

廷芳、朱英诞、吴兴华、灰娃等。《大典》将编选下限延伸至21世纪，更多地表现出对当下诗歌的关注。

中国作协于2015年组织编选的《中国新诗百年志》，分为作品卷（上下卷）和理论卷（上下卷）共4卷，

收录了426位诗人和诗评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460多首诗歌和80多篇诗论。张新颖编选的《中国新

诗：1916—2000》将以往选家较为忽视的40年代与90年代诗歌作为重点，突出了冯至、穆旦、海子等诗

人的地位。它们是对中国新诗前所未有的总结与筛选，重新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新诗史图景。

中国新诗选本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与新诗创作一样既有辉煌，也历经坎坷，新诗选本促

成了中国新诗的经典化，铸就了中国新诗的百年辉煌，同时也成就了自身：一大批经典选本确立了自

身在新诗史上的地位，它们以深刻的诗歌观念、精准的评选眼光、公正的新诗史观，为新诗创作与接受

提供了重要参考。新的百年之门已经开启，中国新诗创作与选本编选仍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国新文学从产生之日起，便带上世界

主义的性质。这不只在于由文言到白话的转

变，更重要的是文学观念的革新。从此，出现

了新的文体，新的主题，新的场景、人物和故

事，于是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开始了。

以文体论，所谓“文学革命”最早从诗和

散文开始。小说是后发的，先是短篇，后是中

篇和长篇，作者也日渐增多起来。由于五四

的风气所致，早期小说的题材多囿于知识人

的家庭冲突和感情生活；继“畸零人”之后，

社会底层多种小人物出现了，广大农民的命

运悲剧与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进而扩张了小

说的疆域；随后，城市工人与市民生活也相

继进入了小说家的视野。小说以它的叙事

性、故事性，先天地具有一种大众文化的要

素，相较于诗和散文，影响更为迅捷和深广。

从小说的长度看，中篇介于短篇与长篇

之间，但也因此兼具了两者的优长。由于具

有相当的体量，中篇小说可以容纳更多的社

会内容；又由于结构不太复杂而易于经营，

所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小说家多有中

篇之作。在我个人看来，论成就，或许略逊于

长篇，但胜于短篇是肯定的。

1922年，鲁迅在报上连载《阿Q正传》。

这是新文学运动发生以后的第一个中篇小

说，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为国人的灵魂造像，

形式之新，寓意之深，辉煌了整个文坛。阿

Q，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在中国为广大的人

们所熟知，他的“精神胜利法”成了一种国民

性的“寓言”。在1920年代，文学研究会和创

造社的作家创作颇丰，中篇小说作家有郁达

夫、废名、许地山、茅盾，以及沅君、庐隐、丁

玲等。郁达夫在五四文学中享有盛名。他的

小说，最早创造了“零余者”的形象，其中自

我暴露、性描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虽然

有颓废的倾向，却不无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是他的代表性作

品，打着时代特有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

双重烙印。在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

作为刚刚觉醒的女性主义者，追求个性解放

和自由恋爱的莎菲女士，结果陷入歧路彷

徨、无从选择的困局之中，表现了一代五四

新女性所面临的新观念与旧事物相冲突的

尴尬处境。继鲁迅之后，一批乡土作家如台

静农、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崛起于文

坛，是当时的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但他们

的中篇佳作比较少。

至1930年代，作家队伍迅速扩大，而且

明显地变得成熟起来。当时声势颇大的一

支，被称为“左翼文学”。以左联为中心，小说

作家有茅盾、柔石、蒋光慈、叶紫、张天翼、丁

玲，外围有影响的还有萧军、萧红等。其中，

中篇如《林家铺子》《二月》《丽莎的哀怨》

《星》《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都是有影响的

作品。茅盾素喜取景历史的大框架，早期较

重人物的生理和心理描写，有点自然主义的

味道，后来有更多的理性介入，重社会分析。

《林家铺子》讲述杭嘉湖地区一个小店铺老

板苦苦挣扎、终于破产的故事，同《春蚕》诸

篇一起，展开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难、民生

凋敝的广阔的社会图景。《二月》是柔石的一

部诗意作品。小说在一个江南小镇中引出陶

岚的爱情、文嫂的悲剧，以及一个交头接耳、

光怪陆离而又死气沉沉的社会。最后，主人

公萧涧秋在流言的打击下，黯然离开小镇。

作者以工妙的技巧，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残酷

的现实生活中进退失据的精神状态。蒋光慈

的小说《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发

表后，受到左翼作家的批判，影响轰动一时。

其实“革命+恋爱”的创作模式，并不能遮掩

小说所展露的人性的光辉。特别是在当时的

特殊语境下，作者执著于对人的描写，对人

性与环境的真实性呈现，是极为难得的。萧

军和萧红是东北流亡作家，作品充满着一种

家国之痛。《八月的乡村》以场景的连缀，展

示了与日本和伪满洲国军队战斗的全貌。

《生死场》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着眼于土

地和人的生存。“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

生，忙着死”，是贯穿全篇的主旋律。小说有着

深厚的人本主义的内涵，带有启蒙的意义。

此外，还有一种文学，来自一批自由派

作家、独立的作家、难以归类的作家，如老

舍、巴金、沈从文等。他们在艺术上有着更为

自觉的追求。沈从文自称“是个不想明白道

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他倾情于“永

远的湘西”，着意于表现自然之美与野蛮的

力，叙述是沉静的，描写是细致的。一些残酷

的血腥的故事，在他的笔下，也都往往转换

成文化的美、诗意的美，而非伦理的美。这些

创作特点体现在他的《边城》《长河》里。巴金

早期的小说颇具政治色彩，如《灭亡》；而《憩

园》则是一种挽歌调子，很个人化。施蛰存等

一批上海作家则是另一种面貌，他们颇受西

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从事实验性写作。但

值得指出的是，就1930年代的总体创作而

言，左翼作家是一批青年叛逆者，敢于正视

现实、反抗黑暗。虽然其中的一些作品因为

过于直白地宣传意识形态而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艺术的力量，但是左翼文学仍然不失

为当时最为坚实锋锐的文学，是五四的“人

的文学”的合理的延伸。

整个20世纪40年代社会动荡不安。这

时，除了早年成名的作家继续进行创作之

外，还有一些新进的作家作品，突出的有张

爱玲的《金锁记》和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

等。张爱玲善于观察和描写人性幽暗的一

面，《金锁记》可谓其代表作。路翎的《饥饿的

郭素娥》何尝不是写人性，却是张扬的、光明

的、美善的。在劳动妇女郭素娥的身上，不无

精神奴役的创伤，却更多地表现出了与命运

抗争的顽强生命力。延安文学开拓出另一片

天地：清新、简朴、颂歌式。丁玲的《在医院

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以及赵树理的《小二

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形态很不相同，但在

文学史上都有着全新的意义。在丁玲这里，

明显地带有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和女性主

义的特征。赵树理的小说，可以说专写农村

和农民，但不同于此前知识分子作家的乡土

小说，强调的不是苦难，而是新生的活力和

希望。其语言形式是民族的、传统的，结合现

代小说的元素，有个人的创造性，但无疑更

加切合时代的需要。所以，周扬高度评价赵

树理的作品，称为“新文艺的方向”。

1949年以后，中国有了统一的文坛。在

整个五六十年代，相较于长篇小说创作，中

短篇小说显得颇为寥落。少数青年作者带有

锐意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

人》，较早表现反官僚主义的主题。老作家孙

犁以一贯的诗性笔调写农业合作化运动。赵

树理一直注目于农村中的“中间人物”。“文

革”十年，文坛荒废，荆棘遍地。

“文革”结束以后，地下水喷出了地面。

以短篇小说《伤痕》为标志的一种暴露性文

学出现了。此时，一批带有创伤记忆的中篇

如《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

下的红玉兰》《绿化树》《一个冬天的童话》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同时问世。《绿化树》

叙写的是右派章永璘被流放到西北劳改农

场的经历，是张贤亮描写中国知识分子历史

命运的一部力作。与其他“大墙文学”不同的

是，作者突出地写了食和性。通过对主人公

一系列忏悔、内疚、自省等心理活动的描写，

对饥饿包括性饥饿的剖视，真实地再现了特

定年代中的知识分子的苦难生活。作者还创

作了系列类似的小说，名为“唯物论者的启

示录”，对一代知识分子命运作了深入的反

思。张弦的小说，对妇女形象的描写集中而

出色。《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未亡人》《挣不

断的红丝线》中的女性，无论在农村还是城

市，无论是少女还是寡妇，都是生活中的弱

者，极左路线下的不幸者、失败者和牺牲者。

驰骋文坛的，除了伤痕累累的老作家之外，

又多出一支以知青作家为代表的新军，代表

的作家作品有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

马》、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阿城的《棋王》

等。当时的作品或者表达青年一代被劫夺的

苦痛，或者表现对土地和人民的皈依，都是

去除了“瞒和骗”的写真实的作品。这时，关

注现实生活的小说多起来了。无论是蒋子龙

的《乔厂长上任记》、高晓声的《陈奂生上

城》，还是谌容的《人到中年》、路遥的《人

生》，都着意表现中国社会的困境，不曾回避

转型时期的问题。《人到中年》通过中年眼科

大夫陆文婷因工作和家庭负担过重，积劳成

疾，濒临死亡的故事，揭示中国知识分子的

生存现状，可谓切中时弊。小说创造了陆文

婷这个悲剧性的英雄形象，富于艺术感染

力，一经发表，立即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作家非常活

跃，带来中篇小说空前的繁荣。这时，出现了

重在表现人性的作品，如汪曾祺的《受戒》

《大淖记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还

有史铁生的《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命若

琴弦》等，显示了创作的多元化倾向。汪曾

祺的小说创作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却因

时代的劫难，空置几十年之后，终至大器晚

成。他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

义者”，小说多叙民间故事，十足的中国风。

《大淖记事》乃短篇连缀，散文化、抒情性，气

象阔大，尺幅千里，在他的作品中是有代表

性的。

80年代中期，美学热、文化热兴起。在文

学界，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应运而生。“寻根”

本是现实问题的深化，然而，“寻”的结果，往

往“超时代”，脱离现实政治。王安忆的《小鲍

庄》，以多元的叙述视角，通过对淮北一个小

村庄几户人家的命运，尤其是捞渣之死的描

写，剖析了传统乡村的文化心理结构，内含

对国民性及现实生活的双面批判。先锋小说

在叙事上丰富了中国小说，但是由于欠缺坚

实的人生体验，缺乏厚重感。

到了90年代，中篇小说创作进入低落、

平稳的状态。这时，作家或者倡言“新写实主

义”，“分享艰难”，或者标榜“个人化叙事”，

暴露隐私。无论回归正统还是偏离正统，都

意味着文学进入了一个思想淡出、收敛锋芒

的时期。王朔是一个异类，嘲弄一切，否弃一

切。他的作品，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的名文《流

氓的变迁》，却也不失其解构的意义。这时，

有不少作家致力于历史题材的书写或改写。

莫言的《红高粱》写抗战时期的民众抗争,格

非的《迷舟》写北伐战事，从叙述学的角度

看，明显是另辟蹊径的。苏童的《妻妾成群》

写的是大家族的妇女生活。在大宅门内，正

妻看透世事，转而信佛；小妾却互相倾轧，死

的死，疯的疯。这些女人都需要依附主子而

活，互相迫害成为常态，不失为一个古老的

男权社会的象征。尤凤伟的《小灯》和林白的

《回廊之椅》写历史运动，视角不同，笔调也

很不一样。尤凤伟重写实，重细节，笔力雄

健；林白则往往避实就虚，描写多带诗性，比

较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

《暴风骤雨》等经典作品，却都是带有颠覆性

的叙述。贾平凹有一个关于土匪生活的中篇

系列，艺术上很有特色。现实题材中，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迟

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以及胡学文的

乡土故事、徐则臣的北漂系列，多向写出新

时期的现实人生。还有一些关于官场、矿区、

大学教育体制，以及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

的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和现象，都在中篇创

作中有所反映。

100年来，经过时间的淘洗，积累了一

批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百年中篇典藏”

按现代到当代的不同时段，从中遴选出24

部作品，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宗旨是，使读者

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乃至100年来中篇小

说创作的源流状貌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