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40

參考書目 

 

一、 史鐵生作品（依出版年為序） 

（一） 長篇小說 

《務虛筆記》，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 年。 

《務虛筆記》，台北：木馬文化公司，2004 年。 

《中國當代作家‧史鐵生系列‧我的丁一之旅》，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年。 
《務虛筆記》，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 年。 

《我的丁一之旅》，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年。 

《中國當代作家‧史鐵生系列‧務虛筆記》，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年。 

（二） 中短篇小說、散文隨筆集 

《史鐵生──現代中國文學選集》，日本德間書店，1987 年。 
《禮拜日》，北京：華夏出版社，1988 年。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台北：林白出版社，1989 年。 

《自言自語》，廣州：廣東旅遊出版社，1992 年。 
《我與地壇》，北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3 年。 

《好運設計》，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 年。 
《史鐵生──中國當代作家選集叢書》，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年。 
《別人》，武昌：長江文藝出版社，1998 年。 
《史鐵生散文》（上、下），北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 年。 

《2000 年文庫──當代中國文庫精讀‧史鐵生卷》，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年。 
《中華散文珍藏本──史鐵生卷》，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年。 
《鐘聲》，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 年。 
《往事》，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2001 年初版。 
《對話練習》，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 年。 
《寫作之夜》，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 年。 

《病隙碎筆》，香港：香港三聯書店，2002 年。 

《我與地壇》，濟南：山東畫報，2002 年。 
《我與地壇》，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 年。 
《想念地壇》，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 年。 
《二十世紀作家文庫‧命若琴弦》，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3 年。 
《命若琴弦》，台北：木馬文化公司，2004 年。 

《我之舞》，台北：正中書局，2004 年。 

《關於詹牧師的報告文學》，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年。 
《史鐵生精選集》，北京：燕山出版社，2006 年。 
《活著的事》，上海：東方中心出版社，2006 年。 



 241

《史鐵生自選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年。 
《靈魂的事》，台北：海鴿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年。 

《我們活著的可能性有多少》，上海：文匯出版社，2006 年。 

《記憶與印象》，北京：北京出版社，2006 年。 

《寫作的事》，上海：東方中心出版社，2006 年。 

《以前的事》，上海：東方中心出版社，2006 年。 

《史鐵生作品精選》，北京：華夏出版社，2007 年。 
《史鐵生散文（插圖珍藏版）》，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年。 
《我的夢想》，香港：三聯書局，2008 年。 
《信與問──史鐵生書信序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2008 年。 
《心的角度》，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2008 年。 
《中國當代作家‧史鐵生系列‧我與地壇》，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年。 
《中國當代作家‧史鐵生系列‧病隙碎筆》，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年。 
《中國當代作家‧史鐵生系列‧命若琴弦》，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年。 
《中國當代作家‧史鐵生系列‧原罪宿命》，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年。 

二、 一般專書（以姓名筆畫為序）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6 年 3 月。 

丁帆主編：《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年 10 月一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新時期文學六年（1976.10）─（1982.9） 

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年 1 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室編：《小說文體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年。 

孔範今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 年 9 月。 

方祖燊：《小說結構》，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5 年。 

王曉明：《潛流與漩渦：論二十世紀中國小說家的創作心理障礙》，北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1991 年 10 月。 

王德威：《閱讀當代小說》，台北：遠流出版社，1991 年 9 月。 

王德威：《小說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說》，台北：麥田出版社，1993 年 6 月。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台北：麥田出版社，1998 年。 

王德威：《現代中國小說十講》，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3 年。 

王岳川：《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台北：淑馨出版社，1993 年 2 月。 

王立：《中國文學主題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年。 

王曉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 年。 

王一川：《修辭論美學》，長春：東北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年 5 月。 

王一川：《通向文本之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年 10 月。 

王旭川、馬國輝：《中國近代小說思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年 12 月。 

王克儉：《文學創作心理學》，北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 年 6 月。 

王達敏：《新時期小說論》，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9 年。 



 242

包忠文主編：《當代中國文藝理論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年 2 月 

申丹：《敘事學與小說文體學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89 年 7 月。 

白燁：《文學論爭 20 年》，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年 5 月。 

牟宗三：《理則學》，台北：國立編譯館，1971 年。 

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90 年。 

朱秋霞：《中國大陸農村土地制度變革》，台北：正中書局，1995 年 8 月。 

朱立元：《當代西方文藝理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年。 

朱寨、張炯主編：《當代文學新潮》，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年 12 月。 

何光滬、許志偉主編：《對話：儒釋道與基督教》，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年。 

何鎮邦：《九十年代文壇掃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 年。 

吳義勤：《中國當代新潮小說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 年 6 月。 

李潔非：《小說學引論》，南寧：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 年 4 月。 

李曉虹：《中國當代散文發展史略》，台北：威秀資訊科技，2005 年。 

周伯乃：《現代小說論》，台北：三民書局，1988 年。 

周玉明：《大陸當代文學界》，台北：博遠出版社，1991 年 11 月。 

周英雄：《文學與閱讀之間》，台北：允晨出版社，1994 年 2 月。 

周政保：《泥濘的坦途》，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年 3 月第 2 版初刷。 

季紅真：《眾神的肖像》，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年。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 年)》，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於可訓：《中國當代文學概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 年 6 月。 

金健人：《小說結構美學》，台北：木鐸出版社，民 1988 年 9 月。 

金漢：《中國當代小說史》，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 年 1 月。 

金漢等編：《新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 年。 

金元浦：《文學解釋學》，長春：東北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年 5 月。 

阿城：《閒話閒說－中國世俗與中國小說》，台北：時報出版公司，1997 年 9 月 2 版。 

南帆：《文學的維度》，上海：三聯書店，1998 年 8 月。 

姚鶴鳴：《在歷史的鞦韆架上──中國新時期文學回顧》，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0 年 11 月。 

施叔青：《對談錄：面對當代大陸文學心靈》，台北：時報出版公司，1989 年 5 月。 

施淑青：《理想主義者的剪影》，台北：新地出版社，1990 年 4 月初版。 

施淑青：《兩岸文學論集》，台北：新地出版社，1997 年。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概說》，香港：青文書屋，1997 年 6 月。 

洪子誠：《作家姿態與自我意識》，陜西：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年 9 月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9 一版。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年。 

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年 6 月。 

唐弢、潭學純：《小說語言美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年 1 月。 

唐翼明：《大陸新時期文學（1977-1989）：理論與批評》，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5 年



 243

4 月。 

唐翼明：《大陸「新寫實」小說》，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6 年。 

唐翼明：《大陸當代小說散論》，台北：文史哲出版社，2006 年 10 月。 

夏中義：《新潮學案》，上海：三聯書店，1996 年。 

孫乃修：《佛洛伊德與中國現代作家》，台北：業強出版社，1995 年。 

孫先科：《頌禱與自訴──新時期小說的敘述特徵及文化意識》，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7 年 8 月。 

徐岱：《小說形態學》，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 年 11 月。 

袁鶴翔等合譯：《二十世界文學理論》，台北：書林出版社，1987 年 11 月。 

袁進：《中國小說的近代變革》，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年 6 月。 

馬振方：《小說藝術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9 年 1 月。 

馬雲：《中國現代小說的敘述個性》，北京：中央廣播電台出版社，1999 年 7 月。 

張鐘、洪子誠、余樹森等著：《中國當代文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88 年 1 月。 

張子樟：《走出傷痕─大陸新時期小說探論》，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1 年。 

張放：《大陸新時期小說論》，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2 年 3 月。 

張京媛主編：《新歷史主義與文學批評》，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3 年 1 月。 

張德明：《語言風格學》，台北：麗文出版社，1994 年。 

張建軍：《科學的難題──悖論》，台北：淑馨出版社，1994 年。 

張頤武：《從現代性到後現代性》，南寧：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 年 11 月。 

張鳴：《鄉土心路八十年：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農民意識的變遷》，上海三聯書店，1997 年

12 月。 

張德祥：《現實主義當代流變史》，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年 12 月。 

張業松：《個人情境》，山東：友誼出版社，1997 年 5 月。 

張學正：《現實主義文學在當代中國》，天津：開南大學出版社，1997 年 5 月。 

張清華：《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 年 6 月。 

張韌：《新時期文學現象》，北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 年。 

張炯：《新時期文學格局》，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年 9 月。 

張志忠：《九十年代的文學地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年 3 月。 

張學軍：《中國當代小說流派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 年 3 月。 

張景超：《文學：當下性之思 1978─1998 中國學術前沿性論題文存》，哈爾濱：黑龍江

人民出版社，2000 年 1 月。 

張志忠：《當代長篇小說論略》北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 年。 
張堂錡：《跨越邊界──現代中文文學研究論叢》，台北：文史哲出版社，2002 年。 

張新穎：《批評從心──中國當代文學論叢》，台北：文史哲出版社，2005 年。 

曹文軒：《中國八十年代文學現象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88 年 6 月。 

梁麗芳：《從紅衛兵到作家：覺醒一代的聲音》，台北：萬象圖書公司，1994 年。 

許子東：《當代小說閱讀筆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7 年。 

許子東：《當代小說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台北：麥田出版社，2000 年。 



 244

許子東：《為了忘卻的集體記憶──解讀五十篇文革小說》，北京三聯書店，2000 年 4 月

初版初刷。 

許志英、丁帆主編：《中國新時期小說主潮》，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年。 

郭振華：《語言藝術探微》，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 年 7 月。 

陳炳良：《中國現代文學新貌》，台北：學生書局，1980 年。 

陳炳良：《中國現當代文學探研》，香港：三聯書店，1992 年 3 月。 

陳平原：《中國小說敘述模式的演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年 3 月。 

陳信元：《從台灣看大陸當代文學》，台北：業強出版社，1989 年 7 月。 

陳信元、欒梅健編：《大陸新時期文學概論》，嘉義：南華管理學院，1999 年。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台北：業強出版社，1990 年 3 月。 

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1999 年 9 月。 

陳思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3 年。 

陳奎德主編：《中國大陸當代文化變遷(1978-1989)》，台北：桂冠出版社，1991 年。 

陳曉明：《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後現代性》，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 年。 

陳曉明主編：《現代性與中國當代文學轉型》，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年 1 月。 

陳美蘭：《文學思潮與當代小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年 12 月。 

陸楊：《中西死亡美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年 9 月。 

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年。 

湯學智：《新時期文學熱門話題》，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年 9 月。 

程德培：《33 位小說家》，杭州：浙江文藝，1991 年 9 月。 

程代熙主編：《新時期文藝思潮評析‧文藝新潮和新潮理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7 年。 

程恭讓：《知命與樂天──中國人的命運觀》，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年。 

黃政樞：《新時期小說的美學特徵》，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 年 2 月。 

黃卓越：《過渡時期的文化選擇》，南寧：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 年 11 月。 

黃修己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下卷，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 年。 

黃子平：《倖存者的文學》，台北：遠流出版公司，1999 年 10 月。 

鄔昆如：《存在主義論文集》，台北：黎明文化公司，1985 年。 

奧爾森：《基督教神學思想史》，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3 年。 

楊義：《二十世紀中國小說與文化》，台北：業強出版社，1993 年。 

楊義：《中國敘事學》，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年 12 月。 

楊義：《二十世紀中國小說與文化》，台北：業強出版社，2000 年 6 月。 

楊慧林：《罪惡與救贖──基督教文化精神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5 年。 

楊聯芬：《中國現代小說中的抒情傾向》，北京：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年 9 月。 

葉南客：《邊際人──大過渡時代的轉型人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年 9 月。 

葛兆光：《中國禪學思想史》，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5 年。 

董健等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上下》，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年 12 月。 

董德興等著：《新時期小說流派新論》，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年 4 月。 



 245

寧宗一：《中國小說學通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年 12 月。 

趙毅衡：《文學符號學》，北京：中國文聯出版公司，1990 年。 

趙毅衡：《當說者被說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論》，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年

10 月。 

劉再復：《文學的反思》，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年 11 月。 

劉再復：《性格組合論》上、下，台北：新地出版社，1988 年。 

劉再復：《放逐諸神─文論提綱和文學史重評》，台北：風雲時代出版社，1995 年。 

劉倩，李允豹主編：《新時期文學探索與爭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 年 9 月。 

劉大任：《走過蛻變的中國》，台北：麥田出版社，1993 年。 

劉世劍：《小說概說》，台北：麗文文化公司，1994 年 11 月。 

劉小楓：《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聯書店，1995 年。 

劉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上海：三聯書店，1996 年。 

劉小楓：《個體信仰和文化理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年。 

劉小楓：《沈重的肉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年。 

劉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三聯書店，2001 年。 

劉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年 1

月。 

劉勇：《中國現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節》，北京：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年。 
鄭時忠：《新時期小說與西方文學思潮》，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 年 9 月。 

鄭曉江：《善死與善終──中國人的死亡觀》，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年。 

鄧時忠：《新時期小說與西方文學思潮》，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 年 9 月。 

鄧時忠：《新時期小說創作潮流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 年 9 月。 

鄧曉芒：《靈魂之旅九十年代文學的生存境界》，武漢：湖北人民出版社，1998 年 9 月。 

黎風：《新時期爭鳴小說縱橫談》，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 年 9 月。 

錢中文：《新理性精神文學論》，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年。 

龍協濤：《讀者反應理論》，台北：揚智文化出版社，1997 年。 

謝冕、洪子誠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料選（1949-1975）》，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5

年 12 月。 

藍隸之：《現代文學經典：症候式分析》，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年 8 月。 

蘇寧：《世界之鏡──關於黑格爾》，台北：笙易文化公司，2001 年。 

羅盤：《小說創作論》，台北：東大圖書出版社，1970 年 2 月。 

羅綱：《敘事學導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 年。 

嚴家炎：《中國現代小說流派史》，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 

嚴雲受、劉鋒杰：《文學象徵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年 12 月。 

嚴鋒：《現代話語》，山東：友誼出版社，1997 年 5 月。 

三、 外國譯著（以姓名筆畫為序） 

Albert Mordell 著，鄭秋水譯：《心理分析與文學》，台北：遠流出版公司，1990 年。 



 246

Robert C Holub 著，周寧、金元浦譯：《接受理論》，瀋陽：遼寧人民出版社，1987 年。 

J.B.默茨（德）：《歷史與社會中的信仰》，上海：三聯書店，1996 年。 

大衛‧洛吉著，李維拉譯：《小說的五十堂課》，台北：木馬文化公司，2006 年。 

卡謬著，張漢良譯：《薛西弗斯的神話》，台北：志文出版社，1984 年。 

米蘭‧昆德拉著，尉遲秀譯：《小說的藝術》，台北：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4 年。 

米蘭‧昆德拉著，溫德明譯：《簾幕》，台北：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6 年。 

沙特著，劉大悲譯：《沙特文學論》，台北：志文出版社，1980 年 7 月。 

沙特著，林鬱主編：《沙特語錄》，台北：智慧大學出版社，1991 年。 

佛洛依德著，賴萬其、符傳孝譯：《夢的解析》，台北：志文出版社，1979 年。 

佛洛依德著，林克明譯：《性學三論‧愛情心理學》，台北：志文出版社，1997 年。 

佛斯特著，李文彬譯：《小說面面觀》，台北：志文出版社，2002 年。 

阿爾培‧卡謬著，張伯權、范文譯：《卡謬札記》，台北：萬象圖書公司，1991 年。 

約翰‧達頓編，戴琬真譯：《作家談寫作》，台北：麥田出版社，2004 年。 

張寅德編選，茲維坦．托多羅夫著，朱毅譯：《敘述學研究〈敘事作為話語〉》，北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9 年。 

張寅德編選，羅蘭．巴特著，張寅德譯：《敘述學研究〈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論〉》北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9 年。 

黑格爾著，楊一之譯：《邏輯學》，北京：商務印書館，1966 年。 

黑格爾著，賀麟譯：《小邏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 年。 

華萊士．馬丁(Wallece Martin )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

1990 年。 

傑哈‧簡奈特著，廖素珊、楊恩祖譯：《辭格Ⅲ》，台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3 年。 

華萊士‧馬丁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 年。 

盧卡奇著，陳文昌譯：《現實主義論》，台北：雅典出版社，1988 年。 

噶林著，何欣譯：《存在主義導論》，台北：水牛出版社，1991 年。 

羅蘭‧巴特，李幼蒸譯：《寫作的零度》，台北：桂冠出版社，1991 年 7 月。 

羅蘭‧巴特，溫晉儀譯：《批評與真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年 7 月。 

四、 期刊文獻（以姓名筆畫為序） 

丁永強：〈新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回歸〉，《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0 年第 6 期。 

丁勇強：整理〈新寫實作家、評論家談新寫實〉，《小說評論》，1991 年第 3 期。 

丁帆、王世城、賀仲明：〈個人化寫作：可能與極限〉，《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6

年第 5 期。 

丁帆、何言宏：〈論二十年來小說潮流的演進〉，《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8 年第

12 期。 

丁帆：〈知青小說新走向〉，《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8 年第 8 期。 

于永順：〈論史鐵生小說建構的哲思化走向〉，《遼寧師範大學學報》，2006 年第 5 期。 

文盛：〈生活‧情感‧人──新寫實小說閱讀札記〉，《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2



 247

年第 8 期。 

王泉、黃湘：〈簡論史鐵生小說中的苦難母題〉，《語文學刊》，2002 年第 4 期。 

王斌、趙小鳴〈當代小說中的價值判斷〉，《上海文學》，1987 年第 3 期。 

王曉昀：〈中國小說詩化性格論〉，《天津師大學報》，1988 年第 1 期。 

王干：〈新寫實小說的位置〉，《上海文學》，1990 年第 4 期。 

王干：〈新時期文學的晚鐘暮鼓──「新寫實」小說漫論之一〉，《天津社會科學》，1993

年第 4 期。 

王麗麗：〈現代情結：揭示生存本相──新寫實主義探微〉，《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1992 年第 10 期。 

王蒙：〈中國的先鋒小說與新寫實主義〉，《當代作家評論》，1992 年第 6 期。 

王遼南：〈新寫實小說的見識──也作為對中國九十年代文學前景預測的一種聲音〉，《中

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2 年第 7 期。 

王寧：〈接受與變形：中國當代先鋒小說中的後現代性〉，《中國社會科學》，1992 年第 1、

2 期。 

王敏：〈新寫實小說與現代人意識〉，《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3 年第 4 期。 

王敏：〈再塑英雄 再塑自我──觀近期新寫實小說對人物形象的把握〉，《中國現代、當

代文學研究》，1995 年第 11 期。 

王一川：〈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危機─“尋根文學＂中的中國神話形象闡釋〉，《文學評

論》，1995 年第 4 期。 

王高林：〈《務虛筆記》：對不確定的沈思與表達〉，《名作賞析》，1999 年第 2 期。 

王科：〈「新寫實」：通向浮躁的界碑──世紀末中國小說現狀研究之一〉，《中國現代、

當代文學研究》，1999 年第 12 期。 

王喜絨：〈論“鄉土＂與“尋根＂小說中的現實主義文學精神〉，《中國現代、當代文學

研究》，1995 年第 6 期。 

王軍偉：〈加謬與史鐵生生存哲學的雙向闡發〉，《湖州師範學院學報》，2004 年第 6 期。 

王景科、崔凱璇：〈論魯迅、史鐵生獨語中的生命哲學之異同〉，《山東社會科學》，2004

年第 11 期。 

王燕：〈零度寫作與艱難的超越〉，《常熟高專學報》，2004 年 5 月。 

王金城：〈生命苦難的哲學冥思──史鐵生的意義及務虛筆記的思想價值〉，《閩江學院

學報》，2005 年第 12 期。 

王永嶺：〈以愛引渡人生──試析史鐵生《我的丁一之旅》〉，《九江學院學報》，2006 年

第 4 期。 

王春燕：〈談史鐵生《我的丁一之旅》〉，《語文教學語研究》，2008 年第 17 期。 

王瑩：〈孤獨、痛苦和恐懼──史鐵生生命體驗散文的三重主題〉，《蘇州教育學院學報》，

2008 年第 3 期。 

白燁：〈新寫實小說──「後新時期」小說走向之一〉，《文藝理論》，1993 年第 2 期。 

石杰：〈史鐵生散文中的宗教精神〉，《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4 年第 1 期。 
石杰：〈史鐵生散文中的佛教意識〉，《海南大學學報》，1996 年第 6 期。 



 248

石明輝：〈論新寫實小說〉，《揚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 年第 4 期。 

朱水涌：〈敘事迷宮的營造與困境〉，《福建文學》，1989 年第 6 期。 

老高：〈先鋒派小說家和新狀態小說家〉，《當代作家評論》，1998 年第 1 期。 

江少英：〈「自我」的「印象」──析史鐵生的長篇小說《務虛筆記》與《我的丁一之旅》〉，

《懷化學院學報》，2008 年第 9 期。 

何新：〈當代中國文學中的的存在主義影響〉，《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86 年第

10 期。 

何向陽：〈懷舊：新時期小說情緒主題〉，《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3 年第 6 期。 

何凌楓：〈新寫實小說再論〉，《湖北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 年第 6 期。 

邢孔輝：〈史鐵生作品中的「第一人稱」〉，《張家口師專學報》，1995 年第 3 期。 

邢孔輝：〈重複與超越──史鐵生小說創作論綱〉，《瓊州大學學報》，1997 年第 2 期。 

余海樂：〈新寫實小說當議〉，《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 年第 4 期。 

吳俊：〈史鐵生小說的心理透視〉，《文學評論》，1989 年第 1 期。 

吳調公：〈從深沈心態看歷史浸潤──有感於「新寫實」小說〉，《鍾山》，1990 年第 2 期。 

吳義勤：〈矛盾‧焦灼‧中庸──對新寫實主義小說作家心態的假定性論述〉，《中國現

代、當代文學研究》，1991 年第 3 期。 

吳義勤：〈絕望中誕生——論新潮長篇小說的崛起〉，《文藝評論》，1995 年第 6 期。 

吳義勤：〈新潮小說的主題話語〉，《文藝評論》，1996 年第 3 期。 

吳戈：〈新歷史主義的崛起與承諾－一切歷史都是當代史〉，《當代作家評論》，1994 年第

3 期。 

吳澄：〈挑戰與突圍：近期中國先鋒小說流變史〉，《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5 年

第 12 期。 

吳澤榮：〈存在：記憶與遺忘──試探史鐵生《我與地壇》中存在觀念〉，《作家》，2008

年 22 期。 

宋立民：〈莽莽蒼蒼的群山之中走著兩個瞎子──史鐵生《命若琴弦》的再闡釋〉，《黃

淮學刊》，1994 年第 6 期。 

宋占業：〈走出心靈深淵，實踐精神超越──評史鐵生小說《山頂上的傳說》〉，《信陽師

範學院學報》，2005 年 10 月。 

李慶西：〈新筆記小說：尋根派也是先鋒派〉，《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87 年第 2

期。 

李慶西：〈他在尋找什麼？〉，《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87 年第 3 期。 

李杭育：〈小說自白〉，《上海文學》，1985 年第 5 期。 

李杭育：〈理一理我們的“根＂〉，《作家》，1985 年第 6 期。 

李運摶：〈走向實證的藝術世界──也論新寫實小說〉，《小說評論》，1990 年 3 月。 

李陽春：〈由奇峰突起到平落沈寂的尋根文學〉，《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大陸期刊

合訂本)，1996 年第 5 期。 

李潔非：〈實驗和先鋒小說（1985-1988）〉，《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7 年第 2 期。 

李良：〈史鐵生散文簡論〉，《徐州教育學院學報》，1999 年第 3 期。 



 249

李東芳：〈存在的憂思：史鐵生的出發點與歸宿──史鐵生小說創作論〉，《北京社會科

學》，2000 年第 3 期。 

李仰智：〈從正常中逃逸到反常中舞蹈－論先鋒小說的先鋒意識〉，《中國現代、當代文

學研究》，2000 年 4 月。 

李嵐：〈掙扎與超越──論史鐵生的作品中的死亡意識〉，《安康師專學報》，2003 年 3
月。 

李譾博、馬萍：〈史鐵生中短篇小說創作三部曲〉，《西安文理學院學報》，2005 年第 8 卷。 

李滿：〈史鐵生《命若琴弦》的雙重解讀〉，《江西教育學院學報》，2007 年第 5 期。 

李曉玲：〈論史鐵生創作的終極眷注〉，《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07 年 6 月。 

李淑豔：〈永遠的行魂：史鐵生《我的丁一之旅》〉，《牡丹江大學學報》，2007 年第 6 期。 

汪政、曉華：〈「新寫實」的真正意義──對一些基本事實的回溯〉，《鍾山》，1990 年 4

月。 

汪文忠、王泓：〈詩意的活著──史鐵生作品的生命意識透析〉，《安徽警官職業學院學

報》，2004 年第 4 期。 

杜正華：〈困境與超越──論史鐵生的生命哲學〉，《電影文學》，2009 年 5 月。 

周國棟：〈從「新歷史小說」看近年來整個社會歷史觀念的變動〉，《山東師大學報》，1991

年第 1 期。 

周政保：〈無可奈何的感嘆及傳達──新寫實小說的別一種判斷〉，《中國現代、當代文

學研究》，1993 年 4 月。 

周政保：〈「新寫實小說」的審美品格〉，《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3 年第 11 期。 

周曉燕：〈平民化與平俗化 —當前文學發展的兩種趨向〉，《北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

版》，1996 年 1 月。 

周曉燕：〈新時期文學的寫實趨勢〉，《文藝評論》，1996 年 2 月。 

周學雷：〈中國當代文學的後現代敘事類型〉，《文藝理論研究》，2000 年 4 月。 

孟繁華：〈自由與危機──九十年代的精神處境與作家心態〉，《廣州文藝》，1996 年第 2

期。 

季紅真：〈文明與愚昧的衝突‧論新時期小說的基本主題〉（上），《中國現代、當代文學

研究》，1985 年第 11 期。 

季紅真：〈文明與愚昧的衝突‧論新時期小說的基本主題〉（下），《中國現代、當代文學

研究》，1985 年第 13 期。 

季紅真：〈精神被放逐者的內心獨白〉，《上海文學》，1988 年第 3 期。 

季紅真：〈文化“尋根＂與當代文學〉，《文藝研究》，1989 年第 2 期。 

屈文峰：〈新寫實小說人物形象塑造得失談〉，《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3 年 8 月。 

於可訓：〈論八十年代文學的若干視角〉，《文學評論》，2000 年 5 月。 

林為進：〈新寫實小說平民藝術的追求〉，《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3 年第 6 期。 

林為進：〈長篇小說：80 年代到 90 年代的變化和發展〉，《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2000 年第 3 期。 

林道立：〈論「新寫實」小說──新時期小說類型研究之一〉，《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



 250

究》，1992 年 11 月。 

林舟：〈愛的冥思與夢想──史鐵生訪談錄〉，《花城》，1997 年 1 月。 

花建：〈一九八五年小說動向及其美學意義〉，《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86 年第 7

期。 

金燕玉：〈論知青作家群〉，《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86 年第 1 期。 

金鳳杰：〈於苦難處轉身──論史鐵生後期創作的轉變〉，《通化師範學院學報》，2006 年

第 5 期。 

金鳳杰：〈論史鐵生的務虛寫作〉，《通化師範學院學報》，2008 年第 5 期。 

金生翠：〈卑微者的精神之歌──論史鐵生創作中的殘疾意識〉，《天水師範學院學報》，

2008 年 1 月。 

南帆：〈再敘事：先鋒小說的境地〉，《文學評論》，1993 年 3 月。 

封蘊綺：〈後現代思潮對中國文藝的影響與作用〉，《當代文壇》，1997 年 3 月。 

洪治綱：〈先鋒文學的苦難原理〉，《小說評論》，2000 年 5 月。 

胡河清：〈史鐵生論〉，《當代作家評論》，1991 年第 3 期。 

胡山林：〈論史鐵生小說的宗教性意蘊〉，《河南大學學報》，1996 年 5 月。 

胡山林：〈生命意義的探尋──史鐵生作品的中心意蘊〉，《河南大學學報》，1997 年 7 月。 

胡山林：〈史鐵生的文學觀〉，《錦州師範學院學報》，1999 年 4 月。 

胡山林：〈置身神界看人界──史鐵生創作視點分析〉，《中州學刊》，1999 年第 5 期。 

胡山林：〈終極域──史鐵生創作的基本視點〉，《中國青年政治學院學報》，1999 年 2 月。 

胡山林：〈對人本困境的思考──史鐵生創作的中心主題〉，《當代作家評論》，1999 年 4

月。 

胡山林：〈置身神界看人界──史鐵生創作視點分析〉，《中州學刊》，1999 年 5 月。 

胡山林：〈史鐵生作品中的類宗教意味〉，《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0 年 4 月。 

胡山林：〈史鐵生創作的終極關懷精神〉，《北京社會科學》，2004 年 2 月。 

胡山林：〈走向神性的大我──史鐵生回答「我是誰」〉，《周口師範學報》，2005 年 3 月。 

胡山林：〈史鐵生與神秘主義〉，《平頂山學院學報》，2005 年 3 月。 

胡山林：〈苦難把你引向存在的意味──史鐵生與存在主義〉，《南陽師範學院學報》，2005

年 4 月。 

胡山林：〈從苦難走向信仰──史鐵生的心路歷程〉，《南陽師範學院學報》，2005 年 4 月。 

胡山林：〈永遠的行魂的心靈實驗──讀史鐵生新作《我的丁一之旅》〉，《理論與創作》，

2006 年 6 月。 

胡曉文：〈靈魂的掙扎與跋涉──史鐵生散文美學意蘊解讀〉，《電影文學》，2009 年 6 月。 

侯伽：〈以思想度量生命──論史鐵生作品中對生命的思考〉，《湖北廣播電視大學學

報》，2009 年 1 月。 

凌建英：〈尋找失落的原因（上）：對新寫實小說的反思〉，《大海洋詩雜誌》，1999 年 12

月。 

凌建英：〈尋找失落的原因（下）：對新寫實小說的反思〉，《大海洋詩雜誌》，1999 年 12

月。 



 251

唐雲：〈新寫實文學態度分析〉，《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4 年 12 月。 

唐雲：〈簡論新寫實文本策略〉，《學術月刊》，1994 年 9 月。 

唐翼明：〈我看大陸當代先鋒小說〉，《國文天地》，1997 年 4 月 12 卷 11 期。 

唐勃：〈八十年代中共與知識分子意識型態的適應與衝突〉，《中國大陸研究》，1989 年 1

月。 

唐敏：〈意識時間的還原──論史鐵生的寫作之夜〉，《德州學院學報》，2009 年 1 月。 

孫先科：〈新歷史小說的意識形態特徵〉，《當代文壇》，1995 年 6 月。 

孫郁：〈通往哲學之路──讀史鐵生〉，《當代作家評論》，1998 年第 2 期。 

席揚：〈歷史、哲學與文化尋根的審美統一‧論新時期文學發展的一個邏輯走向〉，《批

評家》，1987 年 1 月。 

徐德：〈邊緣烏扥邦－九十年代文學的一種價值定位〉，《天津社會科學》，1994 年 6 月。 

徐芳：〈形而上主題：先鋒文學的一種總結和另一種終結意義〉，《文藝評論》，1995 年

12 月。 

徐源：〈詩性的追問──論史鐵生創作對生命意義的四重構建〉，《理論與創作》，2005 年

第 3 期。 

秦立德：〈敘述的轉型－對“後新潮小說＂一種寫作動機的考察〉，《中國現代、當代文

學研究》，1993 年第 12 期。 

馬睿：〈徘徊於人文主義與歷史主義之間──論「新寫實主義」小說對歷史的審視〉，《四

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 年 2 月。 

馬相武：〈歷史之鐘的當代回聲－90 年代新歷史小說〉，《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9

年 1 月。 

馬以鑫：〈史詩意味的追求與表現－新時期長篇小說創作的藝術成就〉，《華東師範大學

學報》，1999 年 3 月。 

馬越：〈論新時期小說的死亡意識〉，《揚州大學學報》，1999 年 4 月。 

高遠東：〈未完成的現代性〉，《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5 年第 10 期。 

高行健：〈文學的理由〉，《聯合報》，2000 年 12 月 8 日。 

郜元寶：〈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民間和大地〉，《文學世界》，1995 年 1 月。 

常芳清：〈自由開放：85 前後「先鋒小說」的敘述順序〉，《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1998 年 2 月。 

張德祥：〈論「新現實主義」小說的美學特徵〉，《小說評論》，1990 年 5 月。 

張德祥：〈新寫實小說的敘述態度與方式〉，《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1 年 1 月。 

張德祥：〈「新寫實」的藝術精神〉，《文學評論》，1994 年 2 月。 

張德祥：〈「走向寫實」：世紀末的文學主流〉，《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5 年 3 月。 

張業松：〈新寫實：回到文學自身〉，《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3 年 9 月。 

張景超：〈一種誤讀：後現代對新寫實〉，《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4 年 2 月。 

張子樟：〈寫實主義的再現──評唐翼明《大陸「新寫實」小說》〉，《中央日報》，1996

年 10 月。 

張學軍：〈新寫實小說再評價〉，《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 年 2 月。 



 252

張清華：〈歷史話語的崩潰和墜回地面的舞蹈—對當前小說現象的探源與思索〉，《小說

評論》，1996 年 3 月。 

張清華：〈十年新歷史主義文學思潮回顧〉，《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8 年 9 月。 

張德祥：〈現實主義：從抒情到敘事──社會轉型現實主義衍變研究〉，《小說評論》，1996

年 3 月。 

張德林：〈「生活流」：現實主義藝術方法的一種表現形態〉，《當代作家評論》，1998 年 3

月。 

張理明：〈荒誕主題的中國變奏〉，《貴州大學學報》，1998 年第 6 期。 

張衛中：〈後現代主義對近年小說創作影響的方式與限度〉，《文藝評論》，1999 年 5 月。 

張永清：〈真實的碎片──90 年代小說真實觀透視〉，《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9

年第 12 期。 

張宏：〈現代性敘事中的個體言說──從史鐵生筆下的宗教精神談起〉，《淮陽師範學院

學報》，2004 年 2 月。 
張在中：〈原罪與愛的救贖──論基督教對史鐵生的影響〉，《河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2007 年 1 月。 

張渝生：〈論史鐵生散文的終極追問與世俗情懷〉，《江西社會科學》，2007 年 2 月。 
張路黎：〈《務虛筆記》之虛──論史鐵生《務虛筆記》形式上的新探索〉，《三峽大學學

報》，2003 年 9 月。 
張路黎：〈史鐵生的哲思意象〉，《海南師範大學學報》，2007 年 6 月。 

張路黎：〈史鐵生的生命印象與角色敘事〉，《文學教育》，2008 年 1 月。 

張路黎：〈史鐵生哲思文體的創見與特徵〉，《江漢大學學報》，2008 年 1 月。 

張英偉：〈史鐵生散文語言的審美特徵〉，《北方工業大學學報》，2008 年 2 月。 

張勐：〈史鐵生作品中的《聖經》原型〉，《文藝爭鳴》，2009 年 3 月。 

張均：〈史鐵生與當代文學史書寫〉，《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9 年 3 月第 1 期。 

祖秉鈞：〈論「獨語體」和「閒話風」的不同心態〉，《山東文學》，2008 年第 1 期。 

郭玉香：〈行走在路上的神──淺析史鐵生作品中的基督教意識〉，《語文學刊》，2009 年

2 月。 

崔凱璇：〈獨語時空的生命感知──淺析史鐵生的散文獨語〉，《陝西教育》，2006 年第 2

期。 

曹元勇：〈中國後現代先鋒小說的基本特徵〉，《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6 年第 1

期。 

許心宏：〈論史鐵生「夢醒說夢」的敘事圖譜〉，《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08 年 2 月。 

郭小東：〈論知青作家的群體意識〉，《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86 年第 10 期。 

郭小東：〈回到起點：論知青文學中人的悲劇〉，《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87 年第

9 期。 

郭春林：〈新寫實小說的文化精神分析〉，《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2 年 6 月。 

郭術兵：〈評新歷史小說的先鋒特質〉，《文藝評論》，1998 年 3 月。 

郭寶亮：〈先鋒小說的形式意味〉，《河北師範大學學報》，1998 年 4 月第 21 卷第 2 期。 



 253

陳士豪：〈試論知青文學的悲劇風格及其演變〉，《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86 年

12 期。 

陳思和：〈當代文學中的文化尋根意識〉，《文學評論》，1986 年第 6 期。 

陳思和、張新穎、王光東：〈知識分子精神的自我救贖〉，《文藝爭鳴》，1999 年 5 月。 

陳曉明：〈無望的救贖－論先鋒派從形式向歷史的轉換〉，《花城》，1992 年 2 月。 

陳曉明：〈歷史頹敗的寓言：當代小說中的「後歷史主義意向」〉，《文學評論》，1992 年

4 月。 

陳曉明：〈反抗危機：論“新寫實＂〉，《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3 年第 4 期。 

陳曉明：〈歷史的誤區：關於中國後現代文化及其理論研究的再思考〉，《文藝理論》，1997

年 4 月。 

陳曉明：〈先鋒派之後：九十年代的文學流向及其危機〉，《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1997 年 8 月。 

陳曉明：〈從虛構的仿真：審美能動性的歷史轉換－九十年代文學流變的某種地形圖〉，

《當代作家評論》，1998 年 1 月。 

陳曉明：〈歷史終結之後：九十年代文學虛構的危機〉，《文學評論》，1999 年 5 月。 

陳旭光：〈“新寫實小說＂的終結（兼及“後現代主義＂在中國文學中的命運）〉，《中國

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4 年第 2 期。 

陳順馨：〈論史鐵生創作的精神歷程〉，《文學評論》，1994 年 2 月。 

陳元龍：〈淺談「新寫實」小說的生活意蘊〉，《江西社會科學》，1998 年 6 月。 

陳慧娟：〈論後新時期小說敘述者的凸現〉，《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9 年第 5 期。 

陳金芝：〈從殘疾主題到形而上思考──史鐵生小說主題論〉，《現代語文》，2008 年 10

月。 

梁鴻：〈史鐵生：殘障生存與個體精神旅程的哲理敘述〉，《北京社會科學》，2003 年第 2
期。 

馮黎明等：〈新寫實小說論析〉，《湖北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 年 5 月。 

彭早霞：〈尋找精神家園──論史鐵生《我的丁一之旅》〉，《語文學刊》，2006 年第 24 期。 

程錦：〈史鐵生的小說創作觀照〉，《文學教育》，2007 年 3 月。 

黃忠順：〈昆德拉的小說學與史鐵生《務虛筆記》〉，《荊州師範學院學報》，2000 年第 3

期。 

黃發有：〈模糊審美：90 年代小說的敘事風格〉，《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9 年 3

月。 

黃河：〈史鐵生小說中知青文本的鄉土敘事〉，《文藝爭鳴》，2007 年 6 月。 

葛雪梅：〈人類精神困境的突圍──史鐵生殘疾人小說主題意蘊的探究〉，《長春師範學

院學報》，2007 年 11 月。 

鄒軍：〈是論史鐵生小說中的生死維度〉，《大連大學學報》，2008 年 5 月。 

楊俊杰：〈談談新寫實主義作家筆下的知識分子形象〉，《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1998 年 6 月。 

楊哲：〈後現代主義與當代中國文學〉，《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9 年第 2 期。 



 254

楊揚：〈先鋒文學、先鋒批評在當代〉，《文藝理論》，1999 年 2 月。 

楊劍龍：〈論新寫實小說的審美風格〉，《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9 年 11 月。 

楊琳莉：〈縱欲與虛無之上的舞者──論史鐵生《我的丁一之旅》〉，《時代文學》，2007

年 4 月。 

楊檳：〈無神語境下的神往──論北村、張承志與史鐵生的宗教情感〉，《茂名學院學報》，

2008 年 2 月。 

葉穉英：〈論大陸當前盛行的「新寫實」小說〉，《中國大陸研究》，1993 年 10 月。 

萬杰；〈循環與悖論──論史鐵生小說的內在結構與其意蘊〉，《棗莊學院學報》，2008 年

4 月。 

董萃：〈史鐵生殘疾主題小說的精神內核〉，《瀋陽師範學院學報》，2000 年 5 月。 

趙衛東：〈先鋒小說價值取向的批評〉，《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7 年 1 月。 

趙毅衡：〈神性的證明：面對史鐵生〉，《花城》，2001 年第 1 期。 

趙素蘭：〈史鐵生散文的傾訴體式初探〉，《電影評介》，2007 年第 18 期。 

趙素蘭：〈史鐵生散文語言特色初探〉，《名作欣賞》，2007 年 8 月。 

齊亞敏：〈史鐵生的辯證──對《我的丁一之旅》的思考與存疑〉，《當代文壇》，2007 年

1 月。 

劉再復：〈文學的反思和自我的超越〉，《文藝報》，1985 年 8 月 31 日。 

劉新：〈先鋒的先鋒──從先鋒派文學自身的弊端看史鐵生的創作〉，《三峽大學學報》，

2006 年 7 月。 

劉思謙：〈崇高沒有泯滅──新時期小說的審美價值〉，《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86

年第 12 期。 

劉倩：〈崛起的文學新一代──論“知青＂作家群〉，《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86

年第 2 期。 

劉納：〈在逆現象中進行的新時期文學〉，《文學評論》，1986 年第 5 期。 

劉納：〈無奈的現實和無奈的小說──也談「新寫實」〉，《文學評論》，1993 年 4 月。 

劉永泰：〈悲劇的缺席──對新寫實小說的美學檢視〉，《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4

年 5 月。 

劉保昌：〈小說文體：在 1985 年及其以後〉，《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9 年第 2

期。 

劉文輝：〈避實就虛──論史鐵生小說的文體策略〉，《上饒師範學院學報》，2005 年第 5

期。 

摩羅：〈冷硬與荒寒：當代中國小說的主要特徵〉，《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8 年

11 月。 

樊星：〈新生代的崛起–當代思想史片斷〉，《文藝評論》，1995 年 1 月。 

滕云：〈小說文化意識的覺醒〉，《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86 年第 7 期。 

滕小松：〈新時期現代文學的文化批評〉，《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4 年第 1 期。 

蔣原倫：〈史鐵生小說的幾種簡單讀法〉，《當代作家評論》，1991 年第 3 期。 

蔡興水：〈二十世紀末期風情民生的實錄──「新寫實」小說論〉，《新疆師範大學學報》



 255

（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 年 2 月。 

蔡翔：〈九十年代小說和它的想像〉，《當代作家評論》，1998 年 1 期。 

鄭幼幼：〈西方當代美學與新時期文學創作〉，《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5 年第 6

期。 

盧燕：〈生命的寫真與媚俗──試論新寫實小說的價值取向〉，《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

究》，1996 年 4 月。 

賴乾堅：〈中心的拆毀與當代中西小說的敘事型態〉，《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

年第 4 期。 

錢秀銀：〈論中國當代先鋒小說的敘述策略及文互意蘊〉，《文藝評論》，1999 年 3 月。 

閻浩崗：〈也論新寫實小說作家的心態〉，《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2 年 4 月。 

鮑雲峰：〈從中國文學傳統看新寫實小說〉，《內蒙古社會科學》（文史哲版），1996 年 6

月。 

薛毅：〈荒涼的企盼──史鐵生論〉，《中國當代文學研究》，1997 年第 6 期。 

薛林榮：〈向死而生──史鐵生小說的母題解讀〉，《天水師專學報》，1998 年第 1 期。 

戴雪花：〈史鐵生作品中的哲思意象〉，《湖南第一師範學報》，2008 年 2 月。 

韓元：〈慢慢朝聖路：史鐵生的宗教和哲學〉，《青島海洋大學學報》，2002 年第 1 期。 

顏敏：〈破碎與重構－緒言：界定、語境、方法〉，《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8 年

2 月。 

顏敏、梅瓊林：〈晦暗的人性與不定的命運－論新歷史主義小說〉，《山東社會科學》，1999

年 1 月。 

懷冰：〈從「新寫實」到「新體驗」──當前大陸小說的一個動向〉，《爭鳴》，1995 年 1

月。 

羅云峰：〈生命中部可承受之輕與重──史鐵生創作中的生死主題淺析〉，《哈爾濱學院

學報》，2003 年第 11 期。 

蕭鷹：〈慾望中的歷史──90 年代中國小說的歷史化敘事〉，《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1999 年第 3 期。 

蕭百容：〈死亡之真──論史鐵生創作的死亡主題〉，《中國文學研究》，2004 年第 2 期。 

嚴鋒：〈穿行在真實與虛幻之間：新時期文學中的真實問題〉，《文藝理論》，1995 年第 5

期。 

五、 學位論文（以姓氏筆畫為序） 

丁秀花：《史鐵生創作的意象類型與心理動因》，天津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6 年。 

王湧正：《從「反思文學」到「尋根文學」──中共新時期文藝思潮發展之探討》，台北：

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 年。 

王子東：《人生苦難的拯救──史鐵生創作論》，東北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7 年。 

任麗娜：《求索「存在意義」的無極之路──史鐵生創作論》，吉林大學碩士論文，2007

年。 

宋如珊：《文革後十年(1976∼1985)大陸文學之研究》，台北：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



 256

博士論文，1997 年。 

李玲：《殘疾與愛情的哲學思考──史鐵生創作論》，天津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1 年。 

呂寧：《生命意義的思考與追問──史鐵生作品的內蘊》，吉林大學碩士論文，2007 年。 

周磊：《苦苦追尋「生之意義」──論史鐵生作品的深層意蘊》，華中師範大學碩士論文，

2001 年。 

周雨華：《論九十年代的思想散文》，廣西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3 年。 

周琰：《「思索的小說」：論史鐵生小說的哲理意涵》，揚州大學碩士論文，2006 年。 

金生翠：《新時期文學的精神分析學研究》，蘭州大學碩士論文，2007 年。 

洪喬平：《大陸新時期小說美學思潮研究（1977-1986）》，嘉義：南華大學中文研究所碩

士論文，2001 年 

張路黎：《史鐵生哲思文體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論文，2005 年。 

張細珍：《心魂的文字般若──史鐵生小說創作論》，江西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5 年。 

崔凱璇：《魯迅、史鐵生散文獨語比較論》，山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論文，2004 年。 

曹惠英：《知青題材小說研究──從文革時期到 90 年代》，北京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學

所博士論文，2003 年。 

陳崇騏：《傳統與原始大陸尋根小說的批評與省思》，台北：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

文，1994 年。 

陳昭吟：《回歸與超越─大陸新時期尋根文學思潮研究》，台北：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

所碩士論文，1998 年。 

陳雀倩：《虛構與終結──蘇童、余華、格非的先鋒敘事研究》，台北：淡江大學中國文

學系碩士論文，2000 年。 

陳義報：《救贖路上的跋涉者──史鐵生論》，安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論文，2004 年。 

陳萱銘：《史鐵生小說研究》，宜蘭：佛光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7 年。 

陶國立：《生之意義的探尋──史鐵生作品的哲學解讀》，東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論文，

2005 年。 

彭早霞：《論史鐵生小說的哲學精神》，南京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7 年。 

寧克華：《第五隻眼睛看世界──在史鐵生的世界傾聽與領會》，安徽大學碩士學位，2005

年。 

劉秀美：《大陸新寫實小說研究──以劉恆、方方、池莉及劉震雲作品為主》，新竹：國

立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2001 年。 

魏雲：《守望靈魂──論史鐵生文學創作中的生死觀》，鄭州大學碩士論文，2007 年。 

 
 
 
 
 
 
 



 257

附錄：史鐵生創作年表 

 
發表

年代 
作品 刊載刊物 備註 

愛情的命運 《希望》1979 年 1 期  

兄弟 
 

《今天》 1、又名〈牆〉 
2、後為《花城》

轉載 

1979 

法學教授及其夫人 《春雨》1979 年 5 期 後為《當代》79.2
期轉載 

午餐半小時 《希望》1980 年 3 期 1、後為《花溪》

80.9 轉載 
2、其後被譯為英

文於國外刊出 

1980 

我們的角落 《今天》1980 年 10 期 1、又名〈沒有太

陽的角落〉 
2、後為《小說季

刊 》（即後來的

《青年文學》）

1980 年 4 期轉載

綠色的夢 《鍾山》1981 年 3 期  
秋天的懷念 《南風報》1981 年 8 月  
樹林裡的上帝 《南風報》1981 年  

1981 

神童 《文學青年》  
在一個冬天的晚上 《醜小鴨》1982 年 10 期 其後被譯為英文

於國外刊出 
1982 

黑黑 《滇池》1982 年 11 期 其後被譯為英文

於國外刊出 
1983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 《青年文學》19831 期 1、後為《小說月

報》《小說選刊》

《中國文學》（英

文版）轉載 
2、獲當年度「青

年文學獎」「全國

優 秀 短 篇 小 說

獎」 



 258

白色的紙帆 《綠野》1983 年 2 期 後為《作品與爭

鳴》轉載 
夏天的玫瑰 《醜小鴨》1983 年 4 期  
巷口老樹下 《青年作家》1983 年 6 期  

1983 

幾回回夢裡回延安 《青年文學》1983 年 7 月  
奶奶的星星 《作家》1984 年 3 期 1、後為《小說選

刊》轉載 
2、獲當年度「作

家文學獎」、「全

國優秀短篇小說

獎」 
足球 《人民文學》1984 年 5 期  
春夏秋冬 《南風報》1984 年 10 月  
山頂上的傳說 《十月》1984 年 4 期  
關於詹牧師的報告文學 《文學家》1984 年 3 期 其後被譯文日文

於國外刊出 

1984 
 

老人 《文學青年》1984 年 11 期  
來到人間 《三月風》1985 年 3 期 1、後為《小說選

刊》85.9 期轉載

2、獲「三月風金

杯獎」 
命若琴弦 《現代人》1985 年 2 期 後為《小說選刊》

85.12 期及《中國

文學》（英文版）

轉載 
合歡樹 《文匯月刊》85.6 期  

1985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小說集） 北京出版社出版  
插隊的故事 《鍾山》1986 年 1 期 後為《中篇小說

選刊》轉載 
我之舞 《當代》1986 年 6 期 其後被譯文日文

於國外刊出 
毒藥 《上海文學》1986 年 10 期 獲「上海文學獎」

1986 
 
 

隨想與反省 《人民文學》1986 年 1 期  
車神 《三月風》1987 年  
禮拜日 《中外作家》1987 年 5 期  
史鐵生──現代中國文學選集 1987 年日本德間書店出版  

1987 
 
 
 
 

「忘了」與「別忘了」 1987 年收入《史鐵生作品集 2》  



 259

原罪‧宿命 《鍾山》1988 年 1 期  
一個謎語的幾種簡單的猜法 《收穫》1988 年 6 期  
答自己問 《作家》1988 年 1 期 獲作家評論獎 
自言自語 《作家》1988 年 10 期  

1988 
 

禮拜日（小說集） 1988 年華夏出版社出版  
文革記懷 《東方紀事》1989年1期  
小說三篇：對話練習、舞台效果、腳

本構思 
《東方紀事》1989 年 2 期  

康復本義斷想 《三月風》1989 年  
讀洪峰小說有感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姚平詩集》序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1989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 1989 年台北林白出版社出版  
鐘聲 《鍾山》1990 年 3 期  
好運設計 《天涯》1990 年 9 期  
信仰是自己的精神描述 1990 年收入於隨筆集《對話練

習》 
 

1990 

給楊曉敏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我與地壇 《上海文學》1991 年 1 期  
我二十一歲那年 《三月風》1991 年 10 期  
命若琴弦（小說集） 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  
一封關於音樂的信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何立偉漫畫集》跋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1991 

紀念我的老師王玉田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黃土地情歌 《三月風》1992 年  
中篇 1 或短篇 4 《作家》1992 年 1 期  
相逢何必曾相識 《崑崙》1992 年 3 期  
散文三篇：玩具、角色、姻緣 《芒種》1992 年 10 期  
隨筆十三 《收穫》1992 年 6 期  
自言自語（散文集） 廣東旅遊出版社出版  
命若琴弦（英文版小說集） 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  
《韓春旭散文集》序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歸去來 1992 年 11 月 16 日《北京晚報》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謝幕 《小說月報》1992 年 4 期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悼路遙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1992 
 
 
 
 
 

自言自語 1992 年廣東旅遊出版社出版  



 260

第一人稱 《鍾山》1993.1 期  
新的角度與心的角度 《鍾山》1993 年  
嘎巴ㄦ死和雜種 《鍾山》1993 年  
相逢何必曾相識 《解放軍文藝》1993 年  
游戰、平等、墓地   
隨筆三則   
我與地壇（散文小說集） 1993 年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筆墨良心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給盲童朋友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沒有生活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評論三篇： 
《逃亡三題》讀後 
（1993 年 3 月 2 日） 
《殘陽如血》讀後 
寫給《地震》作者一封信 
（1993 年 9 月 12 日）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新的角度與心的角度 《鍾山》1993 年 6 期  

1993 
 

三月留念 《三月風》1993 年 10 期  
別人 《花城》1994 年 1 期  
寫作三想 《長江文藝》1994 年  
愛情問題 《鍾山》1994 年 4 期  
神位、官位、心位 《讀書》1994 年 6 期  
故鄉的胡同 1994 年  
記憶迷宮 《今天》1994 年  
告別郿英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給安妮‧居里安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1994 

《史鐵生作品集》作者後記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無答之問或無果之行 《北京文學》1995 年  
牆下短記 《今日先鋒》1995 年  
好運設計（散文集） 1995 年春風文藝出版社  
史鐵生作品集（三卷）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複雜的必要 1995 年收入隨筆集《對話練習》  
宿命的寫作 1995 年 12 月 22 日蘇州大學「小

說家講壇」演說記錄稿 
 

1995 
 
 

季節律令──《黑明攝影集》跋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足球內外（散文） 《天涯》1996 年  1996 

 上帝的寓言 1996 年收入隨筆集《對話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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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虛筆記 《收穫》1996 年 1、2 期 1、獲上海市長篇

小說獎 
2、上海文藝出版

社出版 
關於一部以電影作舞台背景的戲劇

之投想 
《鍾山》1996 年 4 期  

老屋小記 《東海》1996 年 8 期 獲首屆「魯迅文

學獎」、「北京市

文學藝術獎」 
文學的位置或語言的勝利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為鄭也夫《遊戲人生》序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1996 
 

悼少誠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私人大事排行榜 《花城》1997 年 1 期  
說死說活 《天涯》1997 年 5 期  
外國及其他 《華人文化世界》1997 年 7 期  
原罪、宿命 華夏出版社出版  
無病之病 《學術思想評論》  
給柳青 1997 年 3 月 14 日 收入《史鐵生散文集‧下》  

1997 

史鐵生──中國當代作家選集叢書 1997 年人們文學出版社出版  
私人大事排行榜 《花城》1998 年  1998 
史鐵生散文（上‧下） 1998 年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 
 

廟的回憶 《人民文學》10 期  1999 
皈依是一種心情（原題：病隙碎筆一）《花城》1999 年  
活出愛 
（原題：給李健鳴的三封信） 

《鍾山》2000 年  

病隙碎筆二 《天涯》2000 年  
兩個故事 《人民文學》2000 年 5 期 

《作家》2000 年 5 期 
 

2000 

中華散文珍藏本──史鐵生卷 2000 年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愛才是人唯一的救助 
（原題：病隙碎筆四） 

《天涯》2001 年  

靈魂的重量（原題：病隙碎筆五） 《天涯》2001 年  
往事 《人民文學》2001 年 1 期 

2001 年中國青年出版社出版 
 

2001 
 
 
 
 

對話練習 2001 年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  
想念地壇 《文匯報》2002 年  2002 

 寫作之夜 2002 年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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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死對我曾是誘惑 《中國健康月刊》2002 年 7 期  
2003 想念地壇 2003 年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務虛筆記 2004 年 3 月 
台北木馬文化公司出版 

 

我們活著的可能性有多少──與復

旦大學學生對談 
2004 年 5 月 25 日 
復旦大學演說記錄稿 

 

命若琴弦──史鐵生小說精選集 2004 年 12 月 
台北木馬文化公司出版 

 

2004 

老海棠樹 《中文自修》2004 年 12 期  
在海棠樹影裡張望 《課外閱讀》2005 年 1 期  
我和母親 《中學生閱讀》2005 年 2 期  
難忘舊時朋友 《出版參考》2005 年 6 期  
傷殘的春天 《人民文摘》2005 年 7 期  
要好好地活 《黨員幹部之友》2005 年 12 期  

2005 
 

白晝的有限黑暗的無邊 《青年文學》2005 年 15 期  
我的丁一之旅 2006 年 1 月人民文學出版社  
靈魂的事 2006 年海鴿文化公司出版  
我們活著的可能性有多少（作品集）2006 年 6 月上海文匯出版社  
一項別開生面的遊歷 《意林》2006 年 6 期  
我的夢想 《高中生之友》2006 年 8 期  
讓號聲不再哀傷 《人民文摘》2006 年 8 期  
無苦無憂 《意林》2006 年 10 期  
在家的狀態 《上海文學》2006 年 11 期  

2006 

活著並感悟 《中國作家》2006 年 21 期  
從死神旁邊溜達過來的人 《檔案管理》2007 年 1 期  
我離開史鐵生以後 《閱讀與鑑賞》2007 年 3 期  
寫作與越界 《天涯》2007 年 3 期  
書信兩封 《花城》2007 年 3、4 期  

2007 
 

獲第三屆北京文學節「傑出貢獻獎」 
人生三件私人大事 《北方人》2008 年 6 期  2008 
野牛 《課外閱讀》2008 年 15 期  
消逝的鐘聲 《東西南北》2009 年 1 期  2009 
理想的危險──就《我的丁一之旅》

給鄒大立的回信 
《花城》2009 年 2 期  

1 

                                                 
1 史鐵生創作年表資料參考自《史鐵生作品集 1、2、3》、《我與地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史鐵生

散文上、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靈魂的事》（海鴿文化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