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代码：０５０１０６）

一、培养目标

（一）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纪守法；熟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优良的学风，掌握扎实的本专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知

识，了解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掌握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了解并遵守学术研究的一般规范，

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能够胜任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及教学工作。

（三）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英、法、德、日、俄等），能够阅读一般难度的文献。

（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总体介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依托四川外国语大学强大的外语优势，在全面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

专业知识的同时，重点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外国文学的影响。具体而言，本

专业下设三个研究方向，即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和中国现

当代戏剧影视艺术。

三、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 主要内容 导 师

１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与外国文学

梳理辨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其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外

国文学的影响，一方面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

外国文学的关系，主要通过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在中国现当代

文学中的传播与接受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则立足于中国特定

历史文化语境及不同的接受主体，研究外国文学在中国现当

代文学中的接受与变异。

２
中国现当代文学

理论与批评

全面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生与发展，一方面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对晚清五四以来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
换，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中国现代文论有较全面深入的理

解，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实践，把

握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基本面貌和精神实质。

３
中国现当代

戏剧影视艺术

本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勾勒中国现当代戏剧

发展主要脉络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现当代戏剧理论建设的

内涵和戏剧活动的规律，突出对经典名家名剧以及戏剧流派的

深度研究；另一方面在梳理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发展历史的基

础上，主要侧重于研究现当代电影文学以及影视改编剧的艺术

成就和艺术规律，借助文学、美学、影视文化学、文化传播学、社

会伦理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当代最活跃的

影视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深层次的规律性借鉴。

晏　红　副教授
邓齐平　教　授
胡登全　教　授
刘　瑜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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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颁发学位

文学硕士

五、学习年限

学制为３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６年。

六、课程类别及学分

要求学生达到总学分不少于３２学分，其中包括：

学位基础课 ３门课 ６学分

专业必修课 ４门课 ８学分

专业选修课 ６－７门课 １２－１４学分

跨专业选修 ２门课 ４学分

学术与实践活动

学术训练 ２学分

创新活动（可选） ２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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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设置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
时
数

开课学期／周学时
一
学
期

二
学
期

三
学
期

四
学
期

五
学
期

六
学
期

任课

教师

备
　
　
注

学
位
基
础
课

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３ ７２ ２ ２

２ 外国语 ３ ７２ ２ ２

专
业
必
修
课

１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 ２ ３６ ２

２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 ２ ３６ ２

３ 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２ ３６ ２

４ 中外现代诗歌精读 ２ ３６ ２

专
业
选
修
课

１ 中国古典文论与美学 ２ ３６ ２

２ ２０世纪西方文论与批评实践 ２ ３６ ２

３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２

４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 ２ ３６ ２

５ 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 ２ ３６ ２

６ 中国现当代影视艺术 ２ ３６ ２

７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 ２ ３６ ２

８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２ ３６ ２

９ 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与流派 ２ ３６ ２

１０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２ １８ １

论

文

撰

写

及

答

辩

钟谟智

王正宇

通识教育

学院教师

晏　红

邓齐平

刘　瑜

刘　瑜

罗燕萍

张旭春

晏　红

晏　红

邓齐平

邓齐平

晏　红

胡登全

邓齐平

导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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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描述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

本课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探讨当今学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写作中的前沿学术观念，另一方面讲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相关的研究

性专题，对重要的文学史现象产生的背景和主要特征，重要的文学社团形

成及其演变发展，以及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某些热点问题进行较为深入地

探讨和研究，使学生在本科阶段一般性掌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基础上，

对文学史发生发展的某些规律性、本质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有着更为深切

的理解和认识。主要采取教师讲授和课堂讨论的形式。

中国现当代文学

理论与批评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本课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全面介绍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对

晚清—五四以来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换，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中国

现代文论；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实践，把握中

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基本面貌和精神实质。主要采取教师讲授和

课堂讨论的形式。

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ｏｖｅｌＳｔｕｄｙ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现代小说观念的演变、创作的发展以及主要小

说流派的基本特色。一方面在宏观上介绍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对鲁迅、沈从文、巴金、老舍、茅盾、张爱玲、王蒙、余华等代表性

作家的具体文学创作进行个案分析，从而深入细致考察中国现当代小说

创作的独特思想艺术特征。主要采取教师讲授和课堂讨论的形式。

中外现代诗歌精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ｅｔｒｙ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

本课程主要通过精选大量中外优秀的诗歌作品分主题的方式进行精读，

让学生了解世界一流诗人和经典诗歌，并掌握阅读诗歌的基本方法，从而

提高学生鉴赏中外诗歌文本的审美能力。

中国古典文论与美学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本课程全面涵盖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发展历程，着重梳理中国古代文论

与美学史的发展线索、基本命题、重点术语及经典著作，其中包括《老子》

《论语》《庄子》《乐记》《诗大序》《论典·论文》《诗品》《文赋》《古画品

录》《文心雕龙》《林泉高致》《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原诗》《画语录》

等。重在对历代文艺理论家及其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研讨，并从中国艺术

精神和美学话语背景中进行理解与阐释。采取课堂讲授与学生研讨相结

合的讲授方式。

２０世纪西方文论与
批评实践

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本课程通过概述和选读原文材料，使学生基本了解二十世纪西方各文论

流派的内在脉络及其相互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并在此基础之上，带领

学生将所学每一种批评流派和批评方法用于一部具体的中国或外国文学

作品分析，从而使学生不仅了解理论，还能够掌握理论的应用。主要采取

教师讲授和课堂讨论的形式。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本课程主要梳理辨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基本脉络，重点研究

中国文学观念的现当代转换，艺术形式的演变等重大问题。本课程强调

文学史意识，强调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策略，即使对个别现象、个别作家乃

至个别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以历史的观念

看待这期间文学演变的历史轨迹。主要采取教师讲授和课堂讨论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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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

外国文学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本课程主要内容是梳理辨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其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所受

到的外国文学的影响，一方面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

文学的关系，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及不同的接受主体，

研究外国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接受与变异。主要是由教师主讲专

题问题，学生参加讨论并提出问题。

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ａｍａＳｔｕｄｙ

本课程一方面通过对以曹禺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戏剧大师的个案研究，

深入理解中国现当代戏剧的思想艺术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国现当代

戏剧发生与发展的过程梳理，更全面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基本面

貌。旨在使学生系统了解中国戏剧的发展轨迹及现代戏剧产生的背景与

审美特质。主要采取教师讲授和课堂讨论的形式。

中国现当代影视艺术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ｉｓｕａｌＡｒｔｓ

本课程在梳理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主要侧重于研究

现当代电影文学以及影视改编剧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规律，借助文学、美

学、影视文化学、文化传播学、社会伦理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

成果，为当代最活跃的影视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深层次的规律性借鉴。

主要采取教师讲授和课堂讨论的形式。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

Ｃｏｕｒｓｅ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本课程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通过考察梳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

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流变，了解学科研究的状况与学科的理路，另一方面从

文学史理论与方法高度总结经验，探讨得失，以期对这门学科建构原则、

研究模式与存在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而不仅了解本学科的前沿学

术问题，而且能够进一步展开自己的思考。主要采取教师讲授和课堂讨

论的形式。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本课程重点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共生与裂变的复杂关系，从中国

现当代思想文化的角度梳理辨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在精神支撑，透析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思想文化的影响之间

的密切相关。旨在使学生真正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质，准确把握与

其相关的思想文化。主要采取教师讲授和课堂讨论的形式。

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与流派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ｇｕｅｓａｎｄＧｅｎｒｅｓ

本课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选修课。本课程以讲授为主，侧重对中国

现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重要文学社团和流派进行分析和研究，使学生从

文学社团、流派的交替和变化中，理解现代中国文学的走向和各阶段的发

展过程，更深入地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要求学生了解中国现

当代文学社团、流派的发展线索，加深对现当代文学史有关主题、重要文

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理解，把握社团、流派研究的基本方法。本课程要求

学生通过认真听讲，积极参与提问和讨论，阅读一些参考书，结合相关资

料，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社团、流派嬗变之间的相互关系。

九、培养方式与方法

（一）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实现课程思政全覆

盖，做好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理论学习与科学实践相结合、讲授与讨论相结合以

·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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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方法。

（三）培养环节主要包括课堂教学（１～２年）和学位论文撰写及指导（１年）。
（四）鼓励研究生参加学校及国内外的各种学术、社会实践、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活动，

参加由中外学者举办的各类学术讲座，关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前沿。

十、考核方式

（一）课程考核：采用课程考试和课程论文方式，按百分制评定成绩。

（二）必修课程原则上应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考试成绩达到７０分者可获得学
分；选修课程采取考试或考查的形式，成绩达到６０分者可获得学分。

（三）中期考核：研究生应在第二学年的期末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应对研究生的学习

做全面评估，包括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学位课程学习情况、专业及方向书目阅读情况、论文开

题计划、学术活动、语言能力（语音语调、口语表达）等。具体考核方式由各个教研室制定，上

报研究生院备案。考核组成员由研究生导师组成。考核结果分“通过”“暂缓通过”“不通过”

三种，“暂缓通过”者应进行补考，“不通过”者将终止学业，通过中期考核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

撰写阶段。

（四）学术与实践活动考核：学术型研究生培养以提高学术创新能力为导向，研究生应积

极参加系统科研训练，参与前沿性、高水平科研工作，拓宽学术视野，激发创新思维。在校期间

参加学术活动累计达到２４次，并通过研究生教务管理系统提交学术活动报告１２篇。教学实
践、业务实习、社会实践等教学活动由各培养学院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学分。

十一、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的选题工作，提交学位论文计划，并作开题报告，经本专

业方向专家集体讨论认可后正式撰写论文。研究生应按照论文撰写进度要求，完成各阶段撰

写任务。

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全面训练和考验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必须在导师

的指导之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选题应属所在学科或交叉学科范围。学位论

文的基本要求是：选题应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科学意义或应用价值，并尽量贴近本专业的学科前

沿，有利于研究生对所学的专业理论和实践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训

练与提高。学位论文的文字和格式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

学位论文原则上要求汉语撰写，正文篇幅要求３万字左右。

十二、学位论文预答辩

学位论文在正式答辩之前，应进行预答辩。预答辩与正式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１个
月。学位论文预答辩委员会由３名同行专家组成。预答辩结果分“通过”“有条件通过”“不通
过”三种。“有条件通过”的学位论文由预答辩委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研究生应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修改并提交培养学院，培养学院组织教研室对修改稿进行评审，决定其是否通过。

“不通过”的学位论文作者可在规定时间内重新提出预答辩申请；通过预答辩后方可进入学位

论文评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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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第二次预答辩仍未通过，学位论文作者须按规定申请延期答辩。

十三、学位论文评审

学位论文答辩前，由培养学院聘请３名同行专家进行书面匿名评阅，其中至少有１名外单
位专家，评阅人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学位论文获得两名及以上评阅人通过，申请人可参

加论文答辩；如学位论文未获得两名及以上评阅人通过，申请人可按规定申请延期答辩。

十四、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５名同行专家组成（其中教授不得少于１人）。答辩结果分“通
过”“有条件通过”“不通过”三种。“有条件通过”的学位论文由答辩委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

见，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修改并提交培养学院。培养学院组织教研室对修改稿进行评

审，决定其是否通过。凡未通过答辩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以在半年后一年之内修改论文

并重新申请答辩（含论文评阅）一次。凡对答辩结果有异议者可在规定时间内向培养学院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申诉，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研究生组）作出最终结论。

十五、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位授予程序按照《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细则》中

的有关规定执行。

通过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后，颁发硕士学位证书及研究生毕业证书。凡参加答辩，但答辩

委员会不建议授予学位、同意毕业者，可颁发研究生毕业证书。

十六、主要阅读书目和期刊杂志

（一）必读书目

［１］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５］马良春，张大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Ｍ］．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
［６］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７］王瑶．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０］曾小逸．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

（二）推荐书目

［１］昌切．思之思———２０世纪中国文艺思潮［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７８４·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1版第11稿



［２］陈国恩．浪漫主义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４］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５］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６］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戴燕．文学史的权力［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８］丁子春等主编．欧美现代主义思潮新论［Ｍ］．杭州：杭州大学出版，１９９２．
［９］洪子诚．中国当代新诗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０］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１］黄修已等．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Ｍ］．北京：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２］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

社，１９９７．
［１３］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４］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５］李运抟．中国当代小说五十年［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６］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Ｍ］．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７］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１９００—１９３７）［Ｍ］．上

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１８］刘为民．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９］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０］马丽蓉．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１］潘旭澜、王锦园主编．十年文学潮流［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２］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Ｍ］．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２３］孙玉石．《野草》研究［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４］孙玉石．中国现代诗歌艺术［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２５］谭桂林．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６］王本朝．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７］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Ｍ］．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８］王德威著．当代小说二十家［Ｍ］．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６．
［２９］王德威著．想象中国的方法［Ｍ］．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８．
［３０］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Ｍ］．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９．
［３１］王铁仙、杨剑龙等．新时期文学二十年［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２］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１３卷）［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７．
［３３］王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Ｍ］．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４］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３５］吴晓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６］吴中杰、吴立昌．中国现代主义寻踪［Ｍ］．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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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夏志清、刘绍铭编译．中国现代小说史［Ｍ］．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
［３８］夏中义．新潮学案［Ｍ］．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
［３９］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０］谢冕．百年中国文学总系［Ｍ］．青岛：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１］徐行言、程金城．表现主义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２］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下）［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６．
［４３］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４４］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１－３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４５］叶维廉．中国诗学［Ｍ］．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２．
［４６］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１９１７１９２７）（十卷本）［Ｍ］．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１９３５．
［４７］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二十卷本）［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４８］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二十卷本）［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４９］朱寒、张炯主编．当代文学新潮［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三）期刊杂志

［１］《当代作家研究》
［２］《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
［３］《人民文学》
［４］《文学评论》
［５］《小说评论》
［６］《小说选刊》
［７］《小说月报》
［８］《中国社会科学》
［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１０］《中国新文学史料》
［１１］《中篇小说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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