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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谢冕对中国百年文学作的专题研究，分为“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
“论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文学的新时期”、“‘后新时期’与文化转型”、“世纪末的回望与前
瞻”等几个部分。
作者以宏观的历史视角，深入考察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变迁，既有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的
探寻，又有对宏观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的精到分析。
因其思考的深入性与前瞻性，《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会优秀成果奖。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作者简介

　　谢冕，我国当代著名诗歌评论家。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
著有专著《湖岸诗评》、《共和国的星光》、《文学的绿色革命》、《新世纪的太阳》、《1898：百
年忧患》、《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散文随笔集《世纪留言》、《流远方的水》、《心中风景》
，主编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0卷）、《百年中国文学经典》（8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12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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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一 百年中国的忧患与梦想二 中国悲剧文化的特殊时空三 近代思想文化革命的宏
阔背景四 作为基本触媒的世纪末忧患五 从思想革命到工具革命六 现代文明的盗火者七 民主精神与包
容性八 历史的倾斜与歧变九 中国文学“两面人”的品质十 纠正失衡的代价论中国当代文学一 置身于
特殊的人文环境中二 时代颂歌与民族悲歌三 功利性与目的迁移四 代言者与文学个人主义五 运动的文
学与文学的运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导论：文学思潮的历史投射一 历史倾斜与文学异化二 巨大的标准
化工程三 文化性格的悲剧性四 失常时代及其解体五 人性——从废墟醒来的灵魂六 疏离化：秩序的反
抗七 从现代更新到多向寻求八 潘多拉魔盒的开启九 结构的错动十 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十一 不作宣告
的革命附：文坛就是竞技场“后新时期”与文化转型一 社会发展与中国新文学二 新时期文学的概念
溯源三 新时期文学的特质及其终结四 后新时期文学：商业社会的文学形态五 世纪末情绪与“90年代
文学”六 后新时期文学的特征与品质世纪末的回望与前瞻一 回望百年文学二 秩序的重构三 从文学中
国到中国文学四 参与世界的中国文学五 世纪之交的文学转型六 百年反思与文学期待七 开放的社会与
开放的文学八 无法拒绝的隐忧九 理想的召唤附录一 文学的纪念附录二 新文学一百年第一版后记与世
纪共命运——《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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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学是全体公众的事业，它表现全社会各个层面、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文学的动机和结果都是作家基于自己的良知和素养独立的和自由的认知，它就不会依附于他人，特别
不会依附于权力和金钱。
作家与政治代言人应当有区别。
文学面对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按照各种利益加以划分的某一群体或某一集团的规定代言人。
中国当代文学在它的发展中受到的狭隘功利的危害极为深重。
海峡彼岸的反共的“战斗文学”也是一种例子。
虽然要求依附的政治有着不同的内涵。
　　胡适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中心只有两个，即“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
据他自述，前者指文字工具的革新，后者指文学内容的革新。
他当时所谓“人的文学”是指“健全的个人主义”。
胡适引用易卜生《娜拉》（又译《玩偶之家》）中的一句话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无论如何，我务
必努力做一个人。
”但胡适思考的核心也是文学对人的解放的关怀。
在这种思考的背后，是漫长的封建暗夜带给中国平民的非人境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涉及人的文学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
这篇文章以先驱的姿态把“五四”新文学关于人的命题大大向前推进了，它已超越当时和事后概括的
个性解放的内容。
周作人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小慈善主义，乃是一种
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还说：“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
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基础和前提，是个人的自我本体的建立，是一个人对于作为个体的我的尊
严与权利的确认。
这种理论，当然意在张扬个性，鼓励创作的自由。
它造出了“五四”初期解放的文体以及奔放而洒脱的艺术风格，它使一种无拘无束的心态充盈在创作
活动中。
这是“五四”新文学最可贵的本质的自然呈现。
　　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的理论大兴，阶级论盛行，它从创作的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角度，对“
五四”新文学的主张作了一个方向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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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谢冕以他的方式找到了一个人文工作者与这个时代的契合关系。
他是为这个时代而生的，为在这个时代里思想而生的。
他不辱世纪人文学者的使命。
　　——《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　　他开放、阔展的思想观念，为当代文学学科注入了新质和活
力，极大地带动和促进了学科的成熟和发展。
　　——《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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