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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江苏文学的“一
方之全史”

《江苏新文学史》由中共江苏
省委宣传部批准立项并直接指
导，江苏省作家协会负责组织协
调，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负责
统筹编纂，省内各高校、研究机构
60名专家学者参与撰写，全书凡
12 编 30 卷约 1000 万字，与之配
套的《江苏新文学史史料编》共
40卷、约1300万字，其工程之浩
大、投入之巨大、时间之紧迫、任
务之繁重，均属前所未有。

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梁勇表示，《江苏新文学史》作为
百年江苏文学的“一方之全史”，
有着“存史、资治、教化”的重要作
用。作为梳理研究百年江苏文学
文脉的重要工程，它的编纂与出
版，系统总结了江苏新文学发展
的经验，全面展示江苏新文学发
展的轨迹，深入提炼了百年江苏
新文学史的当代价值和世界影
响，成为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
播工程的重要补充，对研究江苏
文学、发掘江苏文化、传承江苏文
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
协主席毕飞宇评价，《江苏新文学
史》既是一部文学史，也是一部学
术史，它的出版巩固了江苏文学
在中国新文学版图上的重要地
位，它与中国新文学百年发展的
历程相得益彰、交相辉映，从此江
苏的新文学史不再是零散的，而
是一个具有系统性、文学性和权
威性的宏大体系。

《江苏新文学史》总主编，江
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主任、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丁帆秉
持一项基本原则，那就是“开放包
容”：扩大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将
海外华文文学、儿童文学、网络文
学、戏剧影视文学，乃至评弹、评
话、琴书等地方艺术通通纳入文
学史视野，“只要有文字文本的艺
术类型都算文学”；同时包容个性
化的学术观点，鼓励新的审美发
现。“宽进”的同时则是“严出”，在
修史质量上精益求精，审校时发
现不合格，不惜毁版重来。

如何在尊重学术共识的前提

下，写一部新文学史？分主编代
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认为
难度不小，“《江苏新文学史》既要
处理好区域性的江苏文学和整体
性的中国新文学的关系，以中国
新文学的尺度梳理、盘点和总结
江苏文学经验，又要从江苏文学
窗口看中国新文学的成就；要在
百年文学史的大历史逻辑下，凸
显阶段性特征，比如充分发掘晚
清通俗小说、新四军根据地文学
等历史华章，充分书写引人注目
的八九十年代至今的江苏文学成
果等；既要充分关注经典作家，又
要关注眼下冉冉升起的青年作
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展望
未来。”

得风气之先，引领全
国性文学思潮

与一般的新文学史定位不同
的是，《江苏新文学史》将江苏新
文 学 的 坐 标 起 点 定 在 了 1892
年。这一起点，较以五四新文化
运动为开端的中国新文学，上移
了四分之一世纪。

1892 年，江苏人韩邦庆创作
的《海上花列传》，以连载于《海上
奇书》的方式问世。这部小说不
仅是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
而且被一些知名学者视为第一部
具有现代性的长篇小说。由此，
1892 年被视为现代文学的起始
年，亦成为研究界的重要一说。
以一部通俗小说作为江苏新文学
的起点，既体现了“没有晚清，何
来‘五四’”的学术共识，又突出了
江苏俗文学作为新文学一支的脉
络所在。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江苏得
风气之先。通江达海的自然生
态，富庶安定的经济条件，最早催
生了现代中国都市的生长和新文
学，活脱而灵动的“鸳鸯蝴蝶派”
应时应地而生，成为江苏文学思
潮中明亮而耀眼的一页。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肇始前的四分之一世
纪里，它的主流代表着先进文化，
乃是中国启蒙主义的先行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尤
为看重文学思潮与批评编的新发
现、新见解。“比如通过南社等重
要文学社团的早期活动的梳理，

为新文学运动找到了更多的历史
资源和背景，对完善新文学发端
这一历史叙述提出了新的模型。
对抗战时期沦陷区、解放区、国统
区的文学状况做了全面而实事求
是的陈述，更钩沉出‘新四军根据
地文学’这一未被充分关注的遗
珠。改革开放以来，先锋派、新写
实、新状态、新生代等全国性文学
思潮，均以江苏为大本营，如今江
苏文学中的学者散文热、里下河
文学、江南写作等思潮和现象也
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

“江苏散文作家简直占据了
时代文坛的半壁江山。”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孙郁惊叹于百年江苏散
文独具一格的特质：晚清民初通
俗作家的游戏文章，以朱自清、叶
圣陶等人的散文为代表的“美
文”，郑逸梅等人的笔记，钱锺书
等人的学者散文，杨绛、陈白尘等
人的回忆，汪曾祺的“江苏大散
文”和夏坚勇的历史文化散文，庞
培、车前子等人的艺术散文，无不
在当时的散文创作潮流中独领风
骚。

“江苏报告文学史就是百年
中国历史、江苏历史的另一种存
在形态。”常熟理工学院教授丁晓
原注意到，从江苏走出的王韬、周
恩来、瞿秋白、华罗庚，均创作出
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
作品，对有关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实，和新中
国成立以来江苏作家亲历现代化
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书写，
都在全国赢得广泛声誉。

诗歌编在述史上亦有很大突
破。“把晚清诗歌同光体和白话诗
歌的联系，江苏杂志和世界革命
内在的重要关系做了梳理，为中
国新诗史的线索架构提供了新史
料和新模型；挖掘出以往文学史
中很少出现的中央大学诗人群、
国防诗歌、新四军根据地诗人群；
有效处理了近二十年的诗歌史范
本，把包括先锋派诗歌、女性写
作、实力派诗人、江南地域风格写
作等不同脉系的众多诗人一一归
位。”张清华说。

突破了既有以作家作
品为中心的文学史观

作为一部地方性新文学史，
《江苏新文学史》有 12 编 30 卷
1000万字，堪称“卷帙浩繁”。

“一个地方性文学史为什么
要编这么大？中国文学史两千
年，四本就可以把它说完。”研讨
会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监
事长贺绍俊回忆初见这部书时深
感讶异。但在翻阅之后，对此又
颇为认可：“当代人写当代史，如
何进行筛选难度很大，一方面写
史之人就是史中人，另一方面当
代文学具有极大的未知性，它仍
在向前发展。因此当代人为当代
修史，也许首要的任务不是筛选，
而是为未来留下最有价值、最有
分量的印迹。既然这样，可能体
量大一些更妥当。”

在入史作家作品的选择上，
《江苏文学史》采用“大江苏”的立
场和视角，将在苏作家、在外的江
苏籍作家，以及非江苏籍但长期
工作生活在江苏的作家，还有曾
经在苏工作生活且作品以江苏为
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作品统统纳
入。据统计，全书涉及作家3419
位、作品13107篇（部）。

编写体例上，除了文学思潮
与批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
学等基础文类之外，《江苏新文学

史》还增加了通俗文学、戏剧影
视、世界华文文学、网络文学、文
学期刊等，共计12编。在中国社
科院研究员刘大先看来，这种文
学分类打破了雅俗界限，融通了
江苏和世界，同时考量传播与接
受，突破了既有的以作家作品为
中心的文学史观。

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认
为，《江苏新文学史》纳入通俗文
学，突出了江苏学术史的继承，

“江苏对通俗文学学术史和文学
史有着深入研究。特别是苏州、
扬州的通俗文学研究，对新文学
史研究的借鉴补充价值是非常大
的。”孙郁注意到，在通俗文学编
里，增加了苏州评弹、扬州评话、
苏州琴书等地方曲艺，“这非常
好，特别符合江苏文化的生态多
样性。”

独特的江苏气质、江
苏气派

作为一个地域性文学史的江
苏文学史，其特点何在，又是如何
形成的？

在《文艺报》副总编刘颋看
来，《江苏新文学史》既充分呈现
出江苏文学的鲜明特色，又展现
了江苏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史发展
进程中的突出贡献和重要地位。

以小说编为例，十分注重提
炼作家作品中独特的江苏气质、
江苏气派与江苏味道，如张爱玲
笔下的南京风土，鲍雨、韩北屏的
苏南乡村风景刻画。

小说编主编、南京大学教授
张光芒表示，作家作品的地方特
色与文学史地位并非割裂的，这
恰恰是作家获得超越性的前提；
地方特色也并非只意味着风土人
情，更代表着地方传统文化长久
熏陶形成的思维方式、审美气
质。这些层面，与作家的现代意
识结合交融于主体的审美个性之
中，才使江苏作家的作品呈现出
独特的质地。贺绍俊也认为，挖
掘江苏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
响，这一点特别重要，“否则地方
文学史就只会成为一种行政编制
的文学史，没有多大的学术意
义。”

在《文艺报》副总编岳雯看
来，这套书的写作，首先是照应大
的家国历史，同时也更加注重江
苏的地方性传统。“江苏有充沛的
文脉，有富庶的经济，在文化上必
然是从容不趋时、自成脉络。南
社、探求者这些文学社团，如草蛇
灰线埋伏在百年文学史当中，若
以传统视野去观照，会觉得它和
大传统有不合时宜之处，可当历
史发展到今天其价值自然得到彰
显。看当下江苏作家的作品，我
会意识到不是无源之水。如果作
家们也读一遍这样的文学史，可
能会对写作在历史中的位置有更
清晰的自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亦
有同感。“《江苏新文学史》的书写
思路是，既把江苏新文学史作为
中国新文学史的一部分来叙述，
同时又呈现了江苏文学史作为区
域文学史的地方特色。它不是机
械的、地方隶属于整体的关系，而
是一种对话的关系，比如像高晓
声、陆文夫、叶至诚、方之、陈椿年
等组织的‘探求者’，跟当时整个
中国当代文坛之间构成了对话的
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恰恰构成
了‘地方’作为‘他者’的一个独立
性的前提，勾勒出独属于江苏的
文学气质和风格。”

百年新文学为江苏留下什么
《江苏新文学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在中国新文学走过
的百年历程中，名家辈
出，经典浩繁，各类文学
思潮、文学现象、文学期
刊、文学社团屡开时代
先风，堪称中国新文学
发展的典型缩影。历时
三年编撰而成的《江苏
新文学史》，共 12编 30
卷约1000万字，煌煌巨
著，研究梳理了江苏新
文学百余年发展脉络。

近日，由中共江苏
省委宣传部、江苏省作
家协会、江苏当代作家
研究中心主办的《江苏
新文学史》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
对其发掘与创见进行了
全面评析，认为它为中
国百年文学史的构建提
供了江苏模式、奉献了
江苏智慧，成为构建中
国文学研究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
重要成果之一。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江苏新文学史》上起1892年，下达2019年，全书12编30卷 江苏省作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