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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历史和美学的开阔视野，既对20世纪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因两地相同的传统文化背景，以
及互为影响的政治文化而产生的相类的文本进行了梳理，又对因不同政治、地域和文化背景而造成的
发展差异，进行了系统而科学的比较研究；既总结了各自的发展规律，探索其背后蕴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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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三十年代两岸乡土小说的现实主义品格首先体现在作家基于人道主义立场的苦难叙事。
民众的苦难生活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或是直接作为小说的主题出现在本时期两岸许多乡土小说中；
作家对笔下人物的苦难生活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
这种人道主义关怀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作家面对苦难的现实生活产生悲悯情怀，对小人物命运的无
助、社会的不公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同情。
在这一类乡土小说中，作家感性的洪流往往会淹没理性的思考，使得作品在文化批判方面颇有欠缺，
构成严重的创作局限，就像鲁迅在评价《新潮》上的一些小说时所说，“平铺直叙，一览无余；或者
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
”①两岸皆有一些作品存在这一毛病。
另一层面是对“非人”生活的呈现和思考，这个层面上的人道主义与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所提出
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一致的。
周作人指出：在中国，“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
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去发现‘人’，去‘辟人荒’，
也是可笑的事。
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
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②。
在两岸以苦难为背景或主题的乡土小说中，这种以表现“非人生活”从而“辟人荒”的作品虽然在比
例上不及前者，却较前者更具启蒙色彩。
 因此，广阔而充满悲苦的老中国土地上底层民众的生活，在两岸乡土小说中得到充分展现。
在小说家们营造的哀声四起的乡村天地里，盐巴客被军队推下山崖腿骨全断，孤零零地病卧茅店，在
深夜里呻吟不止，而家中好几口人尚在等他赚钱养家（蹇先艾《盐巴客》）；一位老妇守了一辈子穷
寡，她的儿子，唯一的亲人，却因做土匪而被杀头，老妇在年老力衰之时费劲千辛万苦为儿子的阴灵
做了一盏红灯（台静农《红灯》）；石宕里发生塌方事故，几个石匠被困在石缝里，无法营救，亲人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向死亡，而这几个石匠求救的呼声在几天之内凄惨响起，至死方绝（许钦文的《
石宕》）⋯⋯台湾也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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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以历史和美学的开阔视野，既对20世纪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
说因两地相同的传统文化背景，以及互为影响的政治文化而产生的相类的文本进行了梳理，又对因不
同政治、地域和文化背景而造成的发展差异，进行了系统而科学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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