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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概念，前者的观照视角、文学意识
、价值观念、研究范围较之后者发生了变异。
“现代中国”和“中国现代”不仅仅是语序上的前后置换，而且它们是从不同的视野和不同的价位来
判定“文学史”。
《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从不同维度或层面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构和书写在理论上作出探索
，试图建构一个多元并存共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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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德发，山东省蓬莱市人，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
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现为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山东省茅盾研究会会长。
先后出版学术著作《中国五四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中国情爱文学史论》《主体思
维与文学史观》《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穿越现代文学多维
时空》等，以及主编著作合计30多部，发表论文数百篇；获国家级、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奖和教学优
秀成果奖30多项，两次被评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2年始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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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 1 回望篇 政治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特征 2 人本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特征 24 “中国现代文
学史”学科的反思与突围 58 学科篇 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 74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
四个基本特征 88 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三大板块” 102 史识篇 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核心理念 126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157 现代文学史观的探索及其意义 179 价值篇 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
价值评估体系 194 探询现代文学研究的新与旧认知模式 226 反思现代文学研究的“左”与“右”认知
结构 238 思维篇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主体思维的沉思 256 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发散型思维 283 现代文学史
料索辨的收敛型思维 308 评述篇 坚持“以人为本”文学观修史的成功尝试——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史》（第三版） 323 创造性书写登上一层楼——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338 建构地域文学史学及其
范本——评《山东文学通史》 345 后记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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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不过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理论形态，无论它在时间意识里或在空间意识中，总应该
有一些从不同的文学理论层面或文论结构因素显不出或抽象出的现代性的具体特征，也就是说现代性
作为价值起点也好或作为价值终点也好，它总是应该在各种新文学理论形态中有个“落脚点”，若不
能如此那以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现代性”对新文学理论所作的阐释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进程中伴随文学运动、文学创作涌现出的所有文学理论都具有现代性，那么我们
对它们就没有必要以现代性价值范畴进行阐释了。
如果说我们承认现代中国文学进程中出现的文学理论有现代性与非现代性之分，就是那些冠以“新”
字号的文学理论也不完全是现代性文学理论，这样问题就复杂了。
况且“现代性”或“现代化”不论在理论层面或实践层面并非都是以积极姿态出现，有时还产生消极
效应，这越发为我们以现代性视野对新文学理论作出科学阐释带来困惑。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左翼文学理论是不是现代性的文学理论，还是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现代性的另一部
分是非现代性的？
京派沈从文坚持的古典主义美学原则，究竟是发生了现代性转化的古典主义还是非现代性的古典主义
？
与此同时梁实秋提倡的新古典主义是否就算现代性文学理论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若要以现代性为价值范畴作出阐释是相当困难的，这里牵涉到一个现代性的评
价标准问题，也就是对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评判是否应该有个操作性强的价值尺度。
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现代性品格，往往把以人为本的“人的文学。
理念作为总标准，那么若是判断新文学理论是否属于现代性思想范畴，可不可也以此为价值尺度？
这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文学理论形态到底在文学史构成的三位一体框架中怎样具体定位、占多大的比重为宜、应突出哪些重
点，则是个研究者各持己见、见仁见智的问题，也是个不同类型文学史要求不同的问题，不应该强求
一致更不需要什么指令性规定，必须为编写者或研究者提供自由追求、创新争优的学术空间。
 既然可以各抒己见，这里不妨谈谈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文学史著作一般分为教材型、普及型、学术型三种，这是依据读者对象的不同需求而定的。
 我们认为普及型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主要面向喜爱新文学或想了解点文学知识的广大读者，旨在扩大知
识面，加强文学修养和提高文化素质，因此普及型文学史的文学理论形态应减缩到最低限度，不宜占
的比重太大、铺述过多，只要能把与文学运动关系密切的文学主张、与文学流派形成有关的理论口号
、对文学创作影响深广的文学见解写清楚就可以了，不必追求文学理论思潮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更不
必做过多的引证和阐发，简言之以不影响突出文学作品的绝对优势地位为宜，因为广大读者最感兴趣
、最想知晓的是文学作品并非文学理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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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从不同维度或层面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构和书写在理论上所作的探
索，有见解上的创新性，有逻辑上的系统性，有操作上的适用性。
因此它的出版不论对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以及推动现代中国文学既深且广
的研究与活跃现代学术文化，都将会给予理论上的启示和智力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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