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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变迁与中学语文教育》以话语变迁为线索名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论述百年
来现代中国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关系，是一部富有开创性和实践精神的跨学科研究著作。
旨在探讨现代中国文学与中学语文教育（主要是文学教育）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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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伟忠，山东新泰人，文学博士。
现任山东省教学研究室语文教研员，兼任全国语文新课程推进研究项目组核心成员、山东师范大学教
育硕士导师、山东省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主持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重点立项课题“初中语文以学为主教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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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晚清教育话语与国文设科　　“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
”无论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史，还是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史，都必须放在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坐
标系中，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话语方式的演变，才能看清楚它们的发展轨迹和相
互影响。
　　但凡一个时期的社会实践，总会首先通过话语实践表现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社会大潮的涌动，在其成为冲击、荡涤旧世界的时代洪流之前，总是先通过新
的话语透露春江水暖的信息，助长其声势，并最终以话语体系的改变来表明和巩固自己的成功。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惨败以后，天朝帝国的梦想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
有识之士提出“中体西用”话语，成为晚清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主流取向，并成为当时洋务派和维
新派进行社会改良的学理依据。
但“中体西用”的话语体系有着先天不足的毛病，它缺乏自我造血机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向何
处去的问题，使中国摆脱贫穷积弱、落后挨打的状况。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依据西方话语体系提出了“三民主义”的口号，建立了共和政府，但这只是一
个空中楼阁，随即出现了袁世凯登基、张勋复辟、二次革命和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城头变幻大王
旗”，一直到南京政府成立，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仍处于任人欺凌的地位，中国人“于共和国体之下，
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
民国的共和立宪被陈独秀斥之为“伪共和”“伪立宪”“政治之装饰品”，“以其于多数国民之思想
人格无变更，于多数国民之利害休戚无切身之观感也”，因此他期待国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即“伦理的觉悟”。
伦理觉悟说触动了体用说的命根，预示着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要出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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