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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作为整个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要构件和成

绩也当然地不断被提及。作为仪式的“改革开放”，每隔十年都会被回到起点去缅怀和纪念，文学参与

其中，也以“十年”为一个单元被纪念。其实，当改革开放已经积累到四十年，随着莫言、余华、苏童、阎

连科、多多、刘慈欣、曹文轩等获得多个世界文学重要奖项，以中国当代文学这四十年文学成就论，是

该到了总结这四十年文学历史成绩，进而考虑建构这四十年文学阶段史的时刻了。

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具有历史连续性和内在整体性，但这不妨碍一百年新文学这

个大历史时段中间存在相对独立的“小历史时段”。“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就属于“小历史时段”命

名。从时间长度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较之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获得广泛共识的几个“小

历史时段”的时间都长，比如“现代文学三十年”（1917—1949，其实是32年。这32年文学曾经被细分

为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文学，这些断代也不是严格地从一到十的“年代”切分，而且40年代文学里

又进一步细分出“抗战文学”“延安文学”等等）“十七年文学”（1949—1966）“文革文学”（1966—1976）
和“新时期文学”（1976—1990年代初）等。不过，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诸多“小历史时段”命名方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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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也并不是纯粹的文学命名。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他“小历史时段”的命

名，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当时的学者出于习惯性的文学观念，把文学看作是政治附庸，给某个时期的

文学现象加上一个具有政治内涵的时代限制，如‘抗战文学’，‘文革文学’，等等。”[1]不只是每一个阶段

性的“小历史”，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和时代政治的共同建构是一个基本历史史实。同样，“改革

开放四十年文学”，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复合命名的特征也很明显。因此，如果“改革开放四十年文

学”可以作为阶段史被建构，“改革开放”这个特定时代的政治内涵也应该被凸显出来；而如果“改革开

放”这个时代主题被凸显出来，显然这四十年的文学阶段史是一个有着规定主题的阶段史。

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被研究者意识到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我们的文学

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2]一直到十年前“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者仍然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我

们必须在“文学”与“这 30年”的相互生产的互动性关系中来进行讨论。一方面，我们要谈文学是如何

介入到、参与到这 30年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之中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谈文学怎样被这 30年的

中国现实所深刻界定并制约[3]。基于这个前提，无论是思考“改革开放四十文学”的逻辑起点，还是试

图建构这四十年的阶段文学史，都必须充分认识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性的“现实”。改革开放时

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如何相互塑造，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已经有研究成果开始勘探两者

之间的关联性，比如张旭东关于改革时代中国现代主义的研究[4]。改革开放四十年，在每一个新旧交

替的时代，文学都会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一部分。

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伤痕文学”是这样的；1990年代，国企改革进入一个关键时刻，文学“分享

艰难”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是这样的；同样，新世纪“底层文学”也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分化和重组的结果，

甚至1980年代某一阶段的文学思潮直接以“改革文学”来命名。

一、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逻辑起点

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研究的观照视阈与时俱进，被分割成“新时期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

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等更微小的历史时段。建构整体性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阶段史，必然会面

对如何去拼接这些被分割的更微小的历史时段，使他们不各自为政，而是被纳入到“四十年”的长时段

之中。

首先可以认定，“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逻辑起点是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之前两年

即开始的“新时期文学”能不能直接接驳进“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如果可以接驳，前提是文学比其

他领域的思想解放更早得风气之先，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但事实上，文学并没有突出的先知先觉，

只是与时代偕行。洪子诚认为：“1976年10月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被逮捕，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文

化大革命’终结。在中共十一大上，将‘文革’后称为‘新时期’。”[5]另外的观点则是：“随着中国政治局

势的变化，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思想解放的政治路线，彻底否定‘文革’，否

定阶级斗争路线，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历史性的转变给文

[1]陈思和主编：《新时期文学简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2]冯牧：《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个回顾和展望——兼谈革命作家的庄严职责》，参见《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3]蔡翔、罗岗、倪文尖：《八十年代文学的神话与历史》，〔北京〕《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2月16日。

[4]张旭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崔问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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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作带来了真正的解放，许多创作禁区被打破。1979年 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明确指出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

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对这一文艺政

策的宽松措施，从中国近五十年文艺发展的教训来看，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直接导致了80年代文艺

创作的大解放和大繁荣。所以，也有不少文学史研究者认为，文学史意义上的‘新时期’应该是从

1978年的年底前后开始的。”[1]从现有的材料看，将“新时期”的起点锚定在“‘文革’后”，甚至再前移一

点，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而以“1978年前后”作为“新时期”起点某种程度上则是研究者后设的结

果。换句话说，“新时期文学”和“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逻辑起点并不完全重叠。从1976年上半年

到1978年下半年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两年多而已，但时代性质则迥异。

查阅早期冯牧、张炯和何西来三人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他们对“新时期”的起

点表述是一致的，冯牧认为：“以伟大的四五群众运动为序曲，以万恶的‘四人帮’的被铲除为起点，我

们的文学创作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2]张炯也是这样看的：“新时期的

文学以丙辰清明天安门革命诗歌为发端，揭开了序幕。”[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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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2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组文艺随笔，其中芦芒的一篇《解放思想，繁荣诗歌创作》提出了文艺界的

“解放思想”问题。进入到1978年，延续1977年重提“双百方针”和“十七年文学”的思路，比如《北京文

艺》第1期发表刘厚明《十七年文艺成绩不可低估》，将1949年之后的文学，前十七年和后十年做了切

割。文学从有选择地恢复“十七年文学”开始它的新时期，甚至1979年出版的“百花文学”选集书名即

叫“重放的鲜花”。但不止于“恢复”和“重放”，一些更重要的变化在 1978年六七月已见端倪。《文汇

报》《文艺报》先后发表茅盾、郭沫若、周扬和巴金等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

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巴金的讲话题目是“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

1978年下半年，和整个中国政治氛围一样，文艺界开始在较大范围讨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文艺民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改革性话题。从创作实绩看，以唐达成主编、中国文联出

版公司198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的短篇小说卷为例，1976年没有收入一篇小说，

1977年也仅仅收录了王愿坚的《足迹》和刘心武的《班主任》。而1978年收录的作品，不但数量上达到

17篇，且出现了《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伤痕》《最宝贵的》《神圣的使命》《献身》《墓场与鲜花》等“解放

思想”之作。不仅仅看收录的篇目，可以对比后来文学史视作“伤痕文学”代表作的《班主任》和《伤

痕》，虽然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起点，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班主任》仍然是一

篇路线斗争的社会问题小说，而“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八月的《伤痕》把这一时期政治批判的主题由一般

的社会问题推进到一个更深刻敏感的领域，触及现代迷信的尖锐课题，揭示了它的严重后果——对人

民情感的残酷摧残。”“《伤痕》的出现和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问

题’的讨论，以及此后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否定性重新评价，有着直接的联系。”[1]

概而言之，“新时期文学”和“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有着不一样的逻辑起

点。“新时期”可以从1976年开始，而“改革开放”只能从1978年开始。

二、“无边的现实主义”：理论自觉到创作实践

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文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从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开始的。“最早用

明确的语言提出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这个口号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那是一九七八年

春天排演话剧《丹心谱》的时候。”[2]顺便提及的是，话剧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先声，同年引起巨大反

响的还有话剧《于无声处》。新时期文学框架里，同时期小说和诗歌实绩被充分揭示，话剧不在时代文

学的中心地带，但回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逻辑起点，话剧如何参与到改革开放的时代建构需要重

新评估。一定意义上，叙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要从话剧与时代关系开始。已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论及这四十年文学几乎没有能够把话剧恰当地整合进来并且贯穿始终。何西来指出：“重新评价《现

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文章，就是出现在艺术民主和艺术自由的呼声日渐高涨，打破各种禁区的

要求愈益强烈，文艺界思想解放的步伐在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加快的时候。第一篇文章是一九七九年

三月二日发表在《广西日报》上的鲁原的《真理经得起岁月的洗磨》。接着是《延河》的几篇文章，在全

国有较大的影响，这是刊物上用较大篇幅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翻案的最早的一家。”[3]可以注

意到批评家使用的动词和动词性词组——“重新评价”“打破各种禁区”和“翻案“等等，无一不指向这

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的恢复和重评现实主义的三个重要前提条

[1]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4期。

[2][3]何西来：《新时期文学思潮》，〔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第16页。

42



中国社会科学四十年·文学

江苏社会科学 2018/5· ·

件。能够作出这样的判断，恢复和重评现实主义是改革开放四十文学最早的收获。

可以看一下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从1978年恢复和重评现实主义开始，现实主义一直是改革开

放四十年不断重提的话题。仅仅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就涉及现实主义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

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等，涉及典型的个性、共性和阶级性以及“复杂

性格”组合等等，涉及文艺的真实性的“写真实”与真实性的政治性和倾向性等，以及异化和人道主义

等……所有和现实主义相关的问题都被重新拿出来检讨和反思。因此，在我们考察改革开放四十年

文学的早期阶段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新写实文学的现实主义挖掘和深

化，不能离开现实主义的理论自觉。简单地举几个例子。1984年 11月，刘再复在《读书》发表《关于

“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答问》。在此前后，《文艺报》等报刊开始了影响深远的“关于‘复杂性格’问

题的讨论”，除了理论家和批评家，李国文、古华等作家也卷入了讨论。刘再复认为，要塑造出具有较

高审美价值层次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揭示性格内在的矛盾性。“所谓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从性格

结构上说，指的是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作为艺术典型的人物性格的二极性特征。”[1]刘再复的“复杂性

格”论不是一种凭空的理论想象，而是基于 1984年前后的文学现实，进而又影响到同时代的文学创

作。如果承认“复杂性格”，那么按照特定的阶级和路线站队对人物进行粗糙的划分无疑只是一种过

于机械化的“简单性格”。

1985年4月，吴岳添翻译了罗杰·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罗杰·加洛蒂描述了一条和我

们习见的从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进

一步的现实主义路线图。按照他的理解，“从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库尔贝和列宾、托尔斯泰和马丁·

杜·加尔、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里，可以得出一种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标准，但是如果卡夫卡、

圣琼·佩斯或者毕加索的作品不符合这些标准，我们怎么办？应该把他们排斥于现实主义亦即艺术之

外吗？还是相反，应该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

尺度，从而使我们能够把这一切新的贡献同过去的遗产融为一体？”“我们毫不犹豫地走了第二条道

路。”[2]可以看出，罗杰·加洛蒂的观点对中国文艺理论界启发良多，仅仅“无边的现实主义”的题目就让

人心生遐想。

富有意味是1985年恰好是所谓的“新小说年”。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将卡夫卡、圣琼·佩斯或者

毕加索这些目为现代主义的作家和艺术家接纳进来，虽然从现实主义理论上值得商榷，但从改革开放

时代中国文学现实来看，这不仅为“新小说”“探索小说”的登场提供了理论支援，也为传统现实主义文

学边界的拓展带来契机。某种意义上，“无边的现实主义”其实是综合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

的“新现实主义”。1985年前后，无论是寻根文学，还是先锋文学都可以看作这种意义上的“新现实主

义”。同样，这种“新现实主义”对于未来1990年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作者曾经用文本细读的方

法研究陈忠实《白鹿原》和铁凝《笨花》与韩少功《爸爸爸》以及王安忆《小鲍庄》之间在暧昧历史起源、

强调地方经验和重视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关联性[3]，其实他们之间最大的关联性是一脉相承的“新现实

主义”文学观。

翻阅柳鸣九主编的、1987年开始组稿、199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现实主义》基本上就是按照“无

[1]刘再复：《关于“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答问》，〔北京〕《读书》1984年第11期。

[2]〔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胡维望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代后记，第167-168页。

[3]何平：《被劫持和征用的地方——近30年中国文学如何叙述地方》，《上海文学》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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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去想象中国和世界当代的现实主义。事后看，新时期“无边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完成正是理论批

评界和创作界彼此策应、共同完成的。理论自觉的同时，则是域外现实主义经典的批量介绍和现实主

义文学创作实践。中国作家以空前的热情汲取陌生国度的现实主义资源，不只是西方发达国家，拉美

的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开启中国198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的重要动力。观察中国出生于二十世纪

四五十年代的这一批“文革”结束前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作家，像贾平凹、陈忠实、张炜、莫言、王安

忆、范小青、黄蓓佳、阎连科、韩少功、李锐、刘震云、刘醒龙等等，都有类似的从回到“文革”之前的“十

七年文学”，然后逐渐摆脱“十七年文学”，寻找到属于自己现实主义道路的过程。这种自觉在二十世

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即结出《浮躁》《古船》《活动变人形》《心灵史》《洗澡》《平凡的世界》《灵山》等等现实

主义果实。进入1990年代到新世纪，这一批作家以《黄金时代》《白鹿原》《废都》《九月寓言》为起点，

持续不断贡献出《马桥词典》《赤脚医生万泉和》《长恨歌》《秦腔》《古炉》《老生》《圣天门口》《受活》《笨

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1948》《一句顶一万句》《日熄》等重要的长篇小说，而比他们更年轻的

作家则写出《空山》《尘埃落地》《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江南三部

曲》《河岸》《黄雀记》《平原》《推拿》《花腔》《后悔录》《唇典》《耶路撒冷》等等富有锐气的经典之作。

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是从恢复和重评现实主义走向“无边的现实主义”之“新现实主

义”，在实践上推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蜂起的时代。现实主义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命运，作为改革开

放四十年文学的一个重要侧面，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的相互支援，而且以现实主义

为线索建立起一种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观，能够有效地改变将“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人为地分割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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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1988年4月余华给《收获》编辑程永新的信谈到“极端主义的小说集”：“我一直希望有这样一本

小说集，一本极端主义的小说集。中国现在所有有质量的小说集似乎都照顾到各方面，连题材也照

顾。我觉得你编的这部将会不一样，你这部不会去考虑所谓客观全面地展示当代小说的创作，而显示

出一种力量，异端的力量。就像你编去年《收获》5期一样。”[1]这封信里谈到的应该是程永新编辑的

《中国新潮小说》。体现在具体文学实践，《收获》1987年第5期和1988年第6期两个专号的阵容几乎

全部由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这些当时最为激进的先锋小说家组成。“在《收获》新掌门人李

小林的支持下，我像挑选潜力股一样，把一些青年作家汇集在一起亮相，一而再，再而三，那些年轻人

后来终于成为影响中国的实力派作家，余华、苏童、马原、格非、王朔、北村、孙甘露、皮皮等，他们被称

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2]《收获》极端的先锋姿态为新时期文学开辟了另一条道路。1987年10
月7日苏童给程永新的信写到：“《收获》已读过，除了洪峰、余华，孙甘露跟色波也都不错。这一期有

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这感觉对否？”[3]

同样，1998年的鲁羊、韩东和朱文等发起的“断裂”事件，也是一群作家试图通过清算文学传统来

确立自己的新形象。“断裂”及其“断裂”以后的新世纪其实是一个比“断裂”更为复杂、暧昧的“离散”的

“个”文学时代。《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保存了一份世纪之交中国年轻作家出“代”成“个”的

精神档案。“我们的行为并非是要重建秩序，以一种所谓优越的秩序取代我们所批判的秩序。我们的

行为在于重申文学的理想目标，重申真实、创造、自由和艺术在文学实践中的绝对地位。”[4]值得指出的

是，与“断裂”事件几乎同时的是网络文学的发萌。随着博客、个人网站、微博、微信等的蜂起，大众传

媒碎片化成一个一个的“私媒体”，基于交际场域，网络文学当然不可能是我们原来说的那种私人的冥

想的文学。“粉丝文化”属性所构成的“作者—读者“的新型关系方式突破了传统相对封闭的文学生产

和消费。“在网络写作“也正是在这种关系方式中展开，自然也会形成与之配套的“交际性”网络思维、

写作生活以及文体修辞语言等等。

类似上面这样或大或小的变革和革命在“改革开放文学“的四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可以

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阶段史建构某种程度上是复现四十年间的文学变革史——这四十年，发

生了哪些文学变革和革命？这些文学变革和革命的时代语境是什么？变革和革命留下的历史遗产有

哪些？进而变革和革命的内在历史逻辑如何被建立而成为一个整体？

一直以来，“改革”和“开放”并举。因此，四十年的文学改革史，同时是一部中国文学和世界拥抱

的开放史。还以前面的1980年代中期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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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阶段史应该是一部交织诸种矛盾和冲突的丰富的文学史，而不是一部

单一线性的片面强调“改革开放”立场，遮蔽其中曲折的做减法的文学史。当然，具体到某个时代也不

是刻意突出“非改革开放”的文学立场，而是尽可能打开和抵达丰富复杂的文学史现场。以此观之，比

如，改革开放四十文学的起点不仅仅是我们熟悉的伤痕文学和《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