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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起于与“五四”新文学同步发生的现代文学批评，发展至今大约90年了。
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各有自己的范畴。
文学研究的某些重要方面不属于文学批评，例如整理文学史料、编写文学史等，这是文学批评不必也
难以承担的。
文学批评一般指对作品的即时的品评、推介，或对当前的文学现状的议论、评断等；无论是以对作品
的主观感悟取胜，或以抽象分析见长，都是人们对文学的一种认识成果，都可以为文学研究所采用、
所包容。
因此，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的实践和成果，可以包括在文学研究史中，作为文学研究发展中
的某一个过程和收获。
事实上，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界限，有时的确也很难截然分清，特别当现代文学初生新起的时候。
一般地说，文学批评发生于文学作品发表之后，是对文学作品的“反应”。
人们习惯上多认为没有创作，何来批评？
但在现代社会，因为传媒的发达，一部作品的发表，立即就可以在报刊上看到对它的反应，甚至作品
还没有发表已在传媒上“炒”得热火朝天，不论是否含有商业的目的，或赞或贬也都应该属于文学批
评。
现代文学就是这样的。
胡适等的白话新诗、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一旦发表立即就在文坛上、社会上引起反响。
既有热情的欢呼、肯定的，也有不少立于旧文学或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来反对、嘲弄的。
这些都可视为“五四”时期最早的文学批评活动。
更有的时候文学批评走在了创作的前面，猛烈地批判着所反对的文学，为自己所支持的新的文学鸣锣
开道，这也是文学史上常有的。
所以，大致上说，现代文学批评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几乎是同步的。
“五四”时期既是文学革命高潮、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学术完成从古典到现代的
转型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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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四”文学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篇章，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和研究，90年
来创造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本书用史的编纂法，寻源追终，分别时期，记载了从1917年到2007年问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发
展进程，勾勒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和走向，展现了几代研究者的业绩和学术风貌，建立起了中
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框架，也初步总结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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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著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新版）》、《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赵树
理评传》、《赵树理研究》、《不平坦的路》。
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百年中华文学史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张爱玲名
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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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册第一卷 喧闹中的开辟（1917-1927）本卷记述1917年至1927年间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的历史。
本卷的名称是“喧闹中的开辟”。
这里的“开辟”有两个意思，其一指的是文学批评为新文学的诞生鸣锣开道，帮助开辟新文学前行的
道路；其二指的是文学批评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初步成果，为以后的新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开辟了道
路。
在这一阶段的初期，文学批评通过呼唤文学革命，催生了新文学。
新文学诞生后，其合法性遭到保守势力的质疑，在一片否定、质疑声中，文学批评又承担了冲锋陷阵
、护主救驾的重任，抵制了保守势力的进攻，在文学批评的保护下，新文学得以茁壮成长。
新文学自身壮大之后，新文学阵营内部的各个批评群体，又因为对新文学有着不同的设计与想象，发
生了多次大大小小的论争。
文学批评的发生时期，是一个“喧闹”的时期，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期。
在这个喧闹的时期，文学批评是自由的和多元的。
这一时期还没有作家有确定的“历史定位”，无分高低；对各种新文体的发展也有各式各样的设计与
想象，难分轩轾。
各种各样的评论都可以自由发表，没有禁忌。
尽管一些评论存在着偏颇与失误，但多元的评论，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
了宝贵的资源和多向发展的空间。
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曾经把文学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专家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三类。
借用这一分类法，我们发现，1917年至1927年的“现代文学批评”，大都属于“自发的批评”，具有
一定学术含量的“专家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为数不多。
但这些批评，是对作家作品的及时接受和反应，代表着作家同代人的看法，保存了当时的社会历史信
息，是后世的研究不可能复制的。
这些批评还透露出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直觉，这种直觉虽然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但因不受某种思想
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因此是鲜活的，对后来的研究颇具启发性。
由于上述原因，这些批评成果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从1917年到1927年，新文学才走过10年的路程，历史很短，但是新文学阵营出于建史的自觉，已开始
了编纂新文学史的尝试。
研究者或者梳理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记述其社会历史背景；或者论证新文学的历史合理性，并
对新文学的发展作初步评述。
这些尝试，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新文学史”，但对后来新文学史的编纂有开创之功，值得铭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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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的编写工作，自2002年初启动，经过5年多的努力，终于在去年底完成。
各位作者都是高校的教师，都负有繁忙的教学、科研任务。
而本课题的规模和工作量又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想，每个时期光是为收集当时文学批评和研究的资料，
就要投进大量的时间。
各卷也都经过多次反复，几度修改。
我们这几个作者，都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怀着为自己的学科建史的热情和愿望，
苦中取乐，甘为这项工程略尽绵薄之力。
同类的总结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作品已有几部，但具体的意图、范围、体例各有不同。
像我们这样用史的编纂法，寻源追终，纵贯全程，分别时期，记载完整的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发展过程
，那还是首例。
我们深深地体验了建史的艰辛，同时也尝到了创造的快乐。
虽然现在这样的成果我们自己并不满意，它还只能说是为这一门学科的研充史搭起了框架，勾画了一
个粗略的历史轮廓；但我们相信它可以为进一步构建更完整、精确．的现代文学研究史，深入地总结
历史经验，打个基础，提供方便。
现在我们所以把它贡献出来，一方面是为可供研究者使用，相唐这是他们所需要的；一方面也是为了
听取意见，以便改进。
本书各卷作者不一定今后都能继续坚持这一课题的研究，但他们中肯定有人会锲而不舍，继续深入地
研究下去，本书还有着不断提高的前景。
为此，我们亟望听到批评的意见，准备不断地改进、提高这成果。
研究史可以说是一种“研究之研究”，研究的对象都是我们的同行，所以早就有人表示做这样的事情
是吃力不讨好的。
老学长樊骏先生就说过：“对别人的工作说三道四，品头论足，从来有些令人讨厌”，当他接受总结
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写作任务时，甚至“连血压都一度骤然升高了”见樊骏著《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
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篇幅有限，我们无法滴水不漏；有所选择又限于水平或客观原因
，肯定酿出者多遗珠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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