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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中国文化教育和社科研究行业的高速发展，随着“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和文学

史观念、范式的探讨不断被深化①大陆地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出版，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以内地出版

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即完整的现代文学断代史，从1951年到2007年，我共检索到119

部。②其中，改革开放之前的20年，出版了10部，平均每两年1部。改革开放之后的29年，出版了109部，

平均每年3到4部。这个统计也许并不完全。但仅从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个案就可以见出，20世纪80年代以

后，内地文学史著作的新增数量骤然扩大。如果加上其他文学史著作如中国文学史、断代文学史、分体文

学史、区域文学史、区域断代文学史、地域文学史以及各种专题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文学史著作增长的

速度的确有些令人感到意外。 

北京大学中文系和苏州大学文学院曾于2004年联合举办了“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1904-2004国际研讨

会”。面对文学学科内的这一现象，一些会议报道称，我国已出版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佳作寥寥，并且

每年还在以十余部的规模产出，其中，有不少文学史的内容大同小异。这一讯息在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负

面评价，之后经常有文章对“中国文学史出版泛滥”的问题表示出担忧。如《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佳

作寥寥》（朱自奋，《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1月12日）、《1600部文学史背后的忧思》（牛文怡，《新

京报》2004年12月15日）、《中国文学史：与其高产不如优生》（杨泽文，《天津日报》2005年3月15

日）等。在不经意间，“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这个数字也进入学者的叙述，凝固成为一个多少带有价值

判断意味的符号。③ 

实际上，中国已经出版了“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这样的判断，含混随意，并不是在对各种文学史进行分

类界定之后获得的精确统计结果，与实际情况并不吻合。 

该数字可能源于《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一书附录的统计数据：从1880年到1994年（含部分1995

年），新加坡、韩国、日本、欧洲、美国、苏联、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总数

达1606种。④依据这个统计，如果把海外的出版物排除在外的话，中国出版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著

作的数量，并不像报道所说的那样多。如果限定在通史（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断代史）的范围

内，中国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数量就更少。比如，厚达2618页的《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一书出版

于2004年。该书把文学专史界定为“中国文学史”范畴下带有“专门史”性质的著作。这样，通史和大部

分断代史两种类型的文学史就不在该书正文之内，而是以“附目”形式把它附在书后。从1882年9月日本

东京文学社出版的《支那古文学略史》（末松谦澄著）到2001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文

学》（王万森主编），该书“附目”在世界范围内仅得通史类中国文学史条目798项。而且，其中还列入

了三卷本文论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王晓明主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⑤当然，在以后

三四年间，内地又陆续出版了一批通史、断代史，但把它们都加在一起，到2004年，通史性著作在数量上

也远达不到1600部。 

如果把各类文学史都统计在内的话，那就大大超出1600部这个数字了。 

文学史样式种类繁多。就中国文学史的体式和覆盖范围而言，可分为通史、简史、断代史、分体史、专题

史、思想史、批评史、流派史、运动史、少数民族史、地域史、区域史等等许多，有着广阔的和深入的描

述和阐释空间。《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共搜罗到海内外2000年以前（包括部分2000年以后）出版的专

史2087部，分别编入“正目”以及附录中的“存目”和“外目”。对于列入“正目”的710部书，从基本

现有中国文学史的评估问题 
——从“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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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著者介绍、内容介绍和简要评价这四个方面都一一详加著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这是该书的主

体。该书编者未见到的专史有250部之多，均把它们列入“存目”不做介绍。带有“思潮”、“思想”、

“理论”、“批评”、“学术”、“年表”、“史料”字样的著作，以及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四大体

裁的分体通史，由于数量众多，编者仅把其中的断代史部分列入“正目”，其余1127条均列入“外目”，

聊备查考。这样，加上“附目”中的798部通史，该书共记录了2885部文学史。到2004年，这个数字同样

也会有所扩大。 

《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把专史划分为作者文学史、读者文学史、主题文学史、体法文学史、民族文学

史、地域文学史、比较文学史七类。这种分类法的合理性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而作为一部工具书的最大

缺憾是，该书列入“存目”的250部专史大多数并不是可遇不可求的罕见书，可编者却一并将其归入“存

目”不加介绍，显得有些仓促和急躁。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专史仅留下一个目录，在省却了查找的麻烦的同

时，也影响了《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一书学术价值的完整性，因为这250部专史只有简单的出版记

录，没有提要和章节细目。此外，该书每个类别的专史都有一些重要遗漏。比如，以内地各省市、地区的

区域文学史著作为例，在该书覆盖的时段内，在“正目”和“存目”中都没有出现的有《内蒙古当代文学

概观》（托娅、彩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湖北当代文学概观》（熊忠武主编，湖北科学技术

出版社，1994）、《贵州明清文学史》（王燕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陕西文艺十年：1978-

1988》（权海帆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等。尽管如此，《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的价值是显而易

见的。正如董乃斌所云：“首先，它虽还不能说是毫无缺漏，但却是百年来文学专史第一次有意识的汇

总，既可供统览，又可供检索，编者抱着切于实用的宗旨制定编写体例，使它成为一部很有用的工具书；

其次，对于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特别是正在寻找题目撰写博硕士论文的学术后进们来说，这部书可以提供

许多思路和启发。书中所收的各种文学史，学术质量高低不等，但他们的优点与不足、经验与教训对我们

都是有用的。特别是我们可以受到启发：原来文学史还有如此多种多样的写法，原来从作者和读者的角

度，从思潮、社团、文体、主题、风格、接受、比较等等角度，都可以编写出文学史来。”（《中国文学

专史书目提要》序） 

回到本文的题旨，仅仅一部《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就可以证明，无论从哪个层面对截止到2004年的中

国文学史作分类统计，都不会得出1600部这个数字。由此而引发的深入思考是，如何看待已经出版的众多

文学史著作。 

《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编纂者最值得注意的学术观点，是给予专史极高的评价：几乎每一部专史都有

填补空白的意义；“专史学”必将“成为一个更具潜力和前景的新的学术领域”。⑥如上所示，各类专史

为数众多。编者的这一估价也从专史的角度说明，中国文学史并非“佳作寥寥”，并非到了“泛滥”成灾

的地步。 

中国文学史的出现和逐步成熟，是与20世纪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兴起和普及化同步的。如果从研究和教学

两个方面作粗略的区分，中国内地的中国文学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属学术专著，重心在探索未知领

域，偏向知识体系的构建或拓展。这类侧重学术探讨的专题文学史著作的发行量一般不大，多数需要有出

版资助的支持。一类属教材，主要根据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不同教学要求介绍文学通史基本知识。比

如，文学专业与非文学专业，综合类大学与专科类大学，大学本科与专科，电大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所使

用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会有所不同。不同层次的教材又都应当具有基本的公认度和稳定性。这样，出现大

同小异或仅仅是繁简之别的情况，便是正常的了。与侧重学术探讨的专题文学史著作不同，教材主要是由

市场调节的，有足够的销量才可能出版。有条件的各类院校的教师一般会努力将自己的文学史讲义印刷成

书。这样做，既方便教师的教学工作，也完遂其著书立说的愿望。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教材是一种

使用量很大的消费品，每年有大量的新生入学，需要不断重新印刷，这也为文学史教材及时吸收学术界的

相关研究成果、定期更新内容创造了机会。教材的种数多一些无可厚非。对教材的最低要求应该是：没有

明显的失误和差错就可以了。而要求教材在材料、观点乃至观念、范式方面都有所创新，那可能是多数教

材很难达到的高标准。需要指出的是，教材和探索类文学史专著之间的区别在许多情况下只具有相对的意

义。那些填补空白的文学史教材，或者在观念、框架、方法乃至材料上有所突破的教材类文学史著作，无

疑也属于研究探索类专著。 

我的结论是，3000部以上的各类中国文学史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客观存在。在已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教材



类文学史占据了相当的份额。对于这类文学史，不宜作过多的苛求。 

目前文学史研究界讨论较多的是中国文学通史以及中国文学断代史、分体史著作，对于越来越多的其他各

类专史的注意不够。专史大多属侧重学术探讨的文学史著作，无疑是提升通史、“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

基础环节，应当引起文学史家足够的重视。杨义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命题，旨在“从整体性上考

察中华民族文学的总体特征和它几千年间的生命过程，强化和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而要

实现这一宏大目标，需要“把这幅地图的每个时段、每个部分、每个层面都进行胸有全局又步步务实的重

绘”⑦。而“这幅地图的每个时段、每个部分、每个层面”的绘制，恰恰是专史的任务。 

世纪流转。像其他人类文明的结晶物的命运一样，大多数文学史死了，深藏在图书馆的保存本库里，成为

只有个别专家才能够或者才肯光顾的珍本。也有少数文学史在市面上流通的时间较为长久一些。无论是精

到还是平庸，社会环境、观念思潮、学术制度、研究积累等制约因素都在这些文学史的内容、观念、范式

等层面上留下深深的印记。现在的或未来的文学史是从它们那里走出来的。文学史流变本身就提供了一个

认识文学、认识文学与社会、认识文学与学术关联的维度。批评过去的文学史水平低下不是最终目的。对

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作学术梳理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并且已经出版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论

著。但这还只是开端，还需要系统深化。这也是成就更完善的文学史的田野调查工作之一，不能省略。 

注释： 

①仅专论文学史构建问题的著作就出版了一批，如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

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王锺陵的《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陶东风的

《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林继中的《文学史新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钱

理群的《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朱德发的《主体思维与文学史

观》（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陈平原的《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魏崇

新、王同坤的《观念的演进：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西苑出版社，2000），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

2002），董乃斌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陈国球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

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李杨的《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5）等。 

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种数按年度排比大致如下：1951年1部，1952年1部，1955年2部，1956年1部，

1957年1部，1959年2部，1960年1部，1961年1部，1979年4部，1980年1部，1981年1部，1983年1部，1984

年6部，1985年3部，1986年8部，1987年6部，1988年12部，1989年12部，1990年5部，1991年4部，1992年

3部，1993年2都，1994年2部，1995年1部，1996年5部，1997年3部，1998年7部，1999年2部，2000年1

部，2001年1部，2002年1部，2003年3部，2004年5部，2005年3部，2006年4部，2007年3部。 

③杨义在演讲时说：“从1904年中国人写第一部文学史，京师大学堂，就是现在北京大学，有一个年轻教

师叫林传甲，用半年时间率先写出一部《中国文学史》，到现在已经是整整100年了。这100年中，中国人

写的文学史有1600部。当然这些文学史有诸多开创之功、坚实工作、精彩之论，对我们形成文学学科体

系，为我们传授知识和培养人才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100年的文学史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参见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另见陈思和的《漫谈文学

史理论的探索和创新——〈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导言》（《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等

文。 

④见黄文古主编：《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 

⑤见陈飞主编：《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河南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1～2106页。 

⑥陈飞：《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后记》，同上。 

⑦杨义：《当代中国文学地图新页——〈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简评》，《今日民族》2006年第3

期。  

原载：《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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