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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以香港南来作家为研究对象，重点讨论南来作家在其香港
书写中展现的现代民族国家想像，兼及中国现代文学与香港文学的交汇及相互影响、现代文学向当代
文学的转变。
上篇为“文学生产”，重点分析当时香港的文化空间及文学生产。
下篇为“话语实践”，选取重要南来作家作品与文艺论争为对象，重点讨论南来作家在文学创作和批
评活动中如何实践民族主义话语与阶级／革命话语，以形成其现代民族国家想像。
其中无论是茅盾、黄谷柳等人小说中的革命叙事，戴望舒、徐迟等人诗歌中的“自我”书写，还是方
言文学论争与文艺批判运动中从事的意识形态清理，都与作家的现代民族国家想像紧密相关，并促成
了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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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桂新，男，1976年12月生于湖南省安仁县。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1999）、文学硕士（2002），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哲学博（2009）。
先后师从曹文轩教授和许子东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思想文化。
现任职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红楼梦学刊
》等学术期刊发表文学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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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研究动机及目的第二节 现有研究述评一、香港学者二、内地学者三、简评第
三节 研究思路及架构一、研究思路二、本书架构上篇 文学生产第二章 殖民空间的言说主体第一节 战
争与流亡一、历史上的作家南来现象二、抗战爆发与作家大规模南下三、皖南事变后左翼作家的流亡
四、国共内战时期作家再次集结香港第二节 从“文化的荒漠”到“临时文化中心一、战前香港社会文
化概况二、作家南来与文化中心的转移第三节 殖民空间的多元言说一、殖民统治下的文化空间二、文
学场中的多元言说第三章 现代传媒与“想像的共同体”第一节 “想像的共同体”与中国近现代民族
主义思潮一、民族主义的概念二、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第二节 作为“共同体”想像平台的
现代传媒一、印刷资本主义与民族意识的起源二、香港南来作家的“共同体”想像平台第三节 党派政
治与传媒生产的体制化一、共产党对传媒生产的组织领导二、国民党等对传媒生产的组织第四节 话语
的引进和输出下篇 话语实践第四章 乡土与旅途第一节 萧红第二节 许地山第三节 “过客”们一、反殖
民论述二、被询唤的“现实第五章 创伤记忆与革命叙事第一节 革命定律与革命叙事美学一、革命叙
事形态二、血债血还三、苦难与启蒙第二节 革命叙事的政治化与通俗化一、革命叙事的政治化二、革
命叙事的通俗化第六章 民族形式·方言文学·大众化第一节 文艺“民族形式”讨论一、“旧形式”
的利用二、“民族形式”的创造第二节 “方言文学”运动一、背景与主张二、实践及影响第三节 “
大众化”的迷思第七章 现代诗人的“自我”第一节 戴望舒第二节 徐迟第三节 革命诗人的颂歌第八章 
“文艺的新方向”与“新中国”的诞生第一节 “讲话”与作家的自我改造第二节 现代文学批评与“
毛文体”实践一、文学力量划分与意识形态清理二、“毛文体”实践与革命主体性确认第三节 “新中
国”的诞生第九章 结论附录香港南来作家传略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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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被认为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对于五四新文学的批评，一般是说它只是在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中流行，没有深入到其他人群，而
主要原因在于其欧化句式。
包括后来的革命文学，“革命+恋爱”的创作模式，受到的也是类似的批评。
在“大众化”方面得到肯定的，基本上只有四十年代以后的延安解放区文艺。
也就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尽管多次发起过“大众化”运动，此目的却只在极小范围内实现了。
更多数情况下，不过是停留在理论倡导上，而在这方面也存在许多模糊难解的地方。
　　首先是“大众”一词的含义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五四时代，陈独秀、周作人等人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他们心目中的“大众”是指一般
平民。
后来左翼文学一直宣传的“大众”，则越来越和某些特定的中下阶级联系在一起，到了延安整风以后
则更是被明确为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从而在概念上由这四个阶级组成的“大众”代替了“人民”。
可见，从五四至四十年代，“大众”的概念由普通国民逐渐向某些阶级的民众转变。
“大众”的所指发生了变化，“大众化”的对象和方式自然也要随之改变。
　　其次，文学“大众化”的含义和标准，也处于变动不居之中，从内容到形式，不一而足。
当茅盾指出“新文学之未能大众化，是一个事实”①的时候，他可能是指由于新文学形式的欧化，无
法深入各阶层民众，读者范围不够广泛。
可是，这样理解“大众化”，那么中国的传统章回小说和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早已实现“大
众化”了，在香港，被南来作家贬为“黄色文艺”的通俗小说在“大众化”方面也是成绩斐然，新文
学岂不是在“大众化”的方面还不如自己坚决反对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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