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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
成果的发展。
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
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
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
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
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
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
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
，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
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
献给大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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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英文世界第一本对“民国时期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进行全面考察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本书解释了自1917年五四运动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期间“中国文学
中的现代主义”，不仅对主要海派作家的“现代主义”诉求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而且对主要京派作家
的“现代主义”努力也作了颇具理论深度的分析。
在有关现代主义的理论研究方面，本书则为我们勾画出了中国、日本与西方的现代主义的交叉之处，
并且从多重殖民方式和文化相遇中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跨国路线图，进而解构了比较文化研究中所
习惯预设的“中心/边缘”、“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
在殖民和后殖民理论研究方面，本书指出了现代中国的“半殖民主义”特点，认为后者是一套不同于
正式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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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书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系、亚洲语言文化系及亚美研究系合聘教授。
其著述除本书外，还有《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的华语呈现》(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以及散见于美国各主要学术刊物的论文另外还编有《弱势跨国主义
》(Minor Transnationalism)、《中外文学》各专辑，以及《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专辑等。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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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对民国时代的半殖民现代主义进行理论化研究的学者，又是如何参与进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
的这场怀旧浪潮的呢？
虽然，作为种族上的而非国籍上的中国人，我可以拒绝参与中国的集体怀旧，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
，半殖民地的上海已经成为了美国学者所思考的重要怀旧思潮的场所，众多会议和大量书籍都围绕着
这一话题展开，上海的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个时髦话题。
在一次有关上海的会议上，我曾经问了一个颇具自我指涉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如此钟情于研究旧上
海。
我得到了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回应。
如果说在中国学者和中国的集体怀旧之间存在着某种共谋的话，那么，这些怀旧行为的性质也必然是
各不相同的，因为这受到了各人不同的主观立场的感染。
由于出生在国外，且接触过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的现代主义，我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被多样的殖民
主义经验所影响，且更具自省色彩：中国台湾的现代主义是如何被国民党的疯狂反共行为所支持，且
使得西方文化的魅力得以加强，西方的现代主义得到承认；在战后韩国疯狂的现代化浪潮中的成长经
历，使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文化表述；而我获得的英美文学学位则为我的这项中
国现代主义研究提供了知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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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史书美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文学批评家，而且她也能够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作出颇具说服力的语
境化处理。
她对上海的分析（包括城市及其文学运动）极具文学敏感和历史敏感。
从很多方面看来，本书都是对处于形成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所作出的最为全面的历史研究。
　　——杜赞奇（芝加哥大学教授）　　本书是迄今为止对中国现代主义所作的最为彻底的研究。
作者的理论分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跨文化研究中所存在的殖民现代性和比较风险的理解。
本书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刘禾（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本书是对中国早期现代主义之美学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的出
色分析。
作者不仅仅讨论了上海的新感觉主义，而且还分析了北京的现代主义运动，其中后者的努力一直由于
前者的存在而被遮蔽。
通过将第三世界现代主义的棘手问题与“半殖民主义”相参照，作者为本书的讨论增加了另一个可供
探讨的维度。
当然，本书最值得赞赏之处在于，作者对自一十年代始、三十年代止的中国现代主义者的谱系进行了
完整的追溯，而如此的追溯在英语世界中还是第一次。
　　——王德威（哈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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