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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了两千余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个所谓的“盛世”。
清代的？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末一个“盛世”。
但是，“盛清”不同于历史上的“盛唐”，也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其他“盛世”，它是靠民族压迫、高
压政策和严密的思想统治来维持它的盛世大业的。
清代的“康乾盛世”维持了近百年，并没有扭转封建社会政治机制的衰败。
乾隆中期以后，封建社会机制的衰败，就明显地显露出来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加之殖民主义的武装侵略，更加速了封建社会制度的崩溃进程，从此中国社会
发生了历史上第三次社会性质的变化。
毛泽东将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科学的论断，我国史学界也据此将鸦
片战争以后的历史从中国古代史中划分出来，将鸦片战争界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作为社会形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延续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覆灭、新中国诞生才结
束的。
但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显然又可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史学界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这一阶段称为近代史阶段，“五四”运动以后至1949年新中国
成立前这一阶段称为现代史阶段。
大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学界又有人主张将近、现代史合起来，统称为中国近代史。
对于1840年至1919年近80年历史，或是1840年至1949年的百年史，史学界早已将它作为史学的一个独立
分支学科，研究其历史社会形态的变化发展。
但文学界对这时期的80年文学或百年文学是否应从中国古代文学中划分出来，作为文学的一个独立分
支学科，称为中国近代文学，至今仍有争论。
50多年前问世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陈子展著），将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前的文学归于古代文
学的范畴，而将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的近代文
学阶段来考察，稍后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也有类似的看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学术界中
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分期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有影响的两部《中国文学史》，对其分期处理又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将鸦片战争以后的文学划出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一阶段的文学划归中国古代文学
的范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近代部分。
在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召开的“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上
，鸦片战争以后的文学的性质、特点、分期等问题又一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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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以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为背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为指导，系统论述了1840年至1919年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分上、下两编。
上编为综论部分，从纵向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阶段及特点、近代文学思想流变与中外文艺
思潮交汇融合等近代文学发展的构架与轨迹；下编为文体部分，从近代文学诗(词)、文、小说、戏剧
、民间文学五大文体和作家作品的横向方面探讨其变化发展的特点与内容。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资料翔实，评述客观，从探索文学发展规律的角度着眼，对中国近代文学发
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适合作为中文及相关专业的本科学生的教材，也可供对近代文学及文学
发展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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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第一章 近代中国社会与中国近代文化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特点一、19世纪中叶的世界
潮流和中国社会的危机19世纪中叶正是世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
新兴资本主义世界急剧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同时刺激了列强的掠夺性。
英、法、美等几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在落后地区掠夺原料产地、人力资源和
商品倾销市场的侵略狂潮，而非洲、大洋洲、亚洲广大地区的弱小国家，则在这股侵略浪潮中，已经
或正在沦为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正是在这样的世界形势和背景下，当时堪称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的英国，在经过长期的试探和准备之后
，终于向幅员辽阔、物产丰盈、有着广大市场和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与原材料的中国，伸出了侵略魔爪
。
1840年英国发动了旨在保护罪恶的对华鸦片输出的侵华战争，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由此开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接踵而来，有1856～1861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
～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1901年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等等。
在所有这些战争中，中国均以失败告终，带来了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资本主义列强在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
在这种侵略面前，中国的封建锁国状态宣告结束，具有两千年封建历史的独立、自主、完整的封建帝
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与当时世界上的落后国家走着一条相似或者相同的历史道
路。
19世纪初，当世界资本主义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而取得长足进步的时候，中国仍然处于几乎与世隔绝
的十分保守的落后状态，清朝统治者还在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
在经济上，早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的明代中叶，中国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和若干城市的某些手工
行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如陶瓷、丝织、造纸、冶铸、制糖等手工行业的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手
工工场）即已出现，虽然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极其缓慢的发展，但最终未能成为足以突破封建生产关
系的独立力量。
就19世纪初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全局来看，不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整个手
工业中也仍然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真正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作坊依旧只是少量地存在于沿
江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为发达的手工行业。
在政治上，清朝统治者实施海禁和孤立自处的对外政策，对于外部世界迅速的发展变化几乎全然无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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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自1991年出版以来，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中国文学研究年鉴》
（1992）和国内外多家刊物发表了书评，给予充分的肯定，也指出了一些缺点和不足。
同时，其作为全国大学文科教材，已在部分大学中文系使用过，在使用过程中，也发现作为教材尚有
有待改进的地方。
此次重新出版我们又对全书作了必要的订正和增删。
在此书即将出版之时，祈望能继续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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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纵横捭阖，综合论述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构架与轨迹。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从诗、文、小说、戏剧和民间文学五大文体以及作家作品的横向方面，以翔
实的资料，客观的评述，给读者描绘出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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