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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觉得时间越过越快。
初版时写下21世纪文学几个字尚觉得新，再版时发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倏忽而逝。
不断记录延伸着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宿命。
因此，再版本第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把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全部写入文学史，为此本书重写
了47章即21世纪文学，吸收了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成果。
本书研究对象截止于2009年。
第二个变化，是适应当下教育改革的需要。
随着电子技术引入教学，多媒体课件成为教学必备。
多媒体课件使用不意味着丢弃了人文教学精神，同时好处多多。
一是利于学生学习，便于把书读薄且理解记忆；二是便于编撰写者清理自己的思路层次与轻重比例；
三是利于教学节奏的掌握并计划教学；四是节约板书的时间。
由于课件制作与21世纪文学的扩写，增加了成本与篇幅，所以其余49章分别有所删写（7、14章除外）
。
根据初版使用情况及学界同人建议，对相关章节有所修改，对新的研究成果有所吸收。
为了控制定价，上下册合为一册。
这些都是再版的第三个变化。
由于少数作者已不再从事本专业的教学科研，因此对相关章节编写人员作了调整，这些章节由新作者
作了重写。
这是第四个变化。
此外，对初版误植等处，再三作了校订。
再版的写作分工如下。
全书编写大纲，导论，后记，各编、章、节前的导言，第3、9、12、23章，由曹万生撰写；第1、2、8
章，由谭光辉撰写；第4章，由刘莉撰写；第5、7、10、14章，由邓利撰写；第6、13、26章，由王方
撰写；第11、16、18章，由唐小林撰写；第15章，由程丽蓉撰写；第17、19章，第27章第1-6节，第37
章第4节，由张志云撰写；第20、21、22章，由刘永丽撰写；第24章，由段从学撰写；第25章，第32章
第1、2节，由陈啸撰写；第27章第7节，第32章第3节，第42章，第46章第3节，第47章第5节，由张莹撰
写；第40章由周逢琴撰写；第46章第1节由王启凡撰写；第28、33、34章，第50章1-3节，由李亚东撰写
；第29章第1-4节由刘云生撰写；第29章第5-7节由汪双英撰写；第30章，由阳海洪撰写；第31章，由郑
翔撰写；第35、38、39、43章，由李琴撰写；第36章，第47章第1-3节，第48、49章，由张文娜撰写；
第41章，第46章第2节，由袁莉撰写；第37章第1-3、5-6节，第44章，由白浩撰写；第45章，第47章第4
节，由杨四平撰写；第47章第6节，由余权撰写；第50章第4节，由徐江撰写；张志云加写了11章的相
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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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在觉得时间越过越快。
初版时写下21世纪文学几个字尚觉得新，再版时发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倏忽而逝。
不断记录延伸着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宿命。
因此，再版本第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把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全部写入文学史，为此《中国现代
汉语文学史（第2版）》重写了47章即21世纪文学，吸收了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第2版）》研究对象截止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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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编 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先导期（1898-1916）第一章 文学改良第一节 传教士、留学生、翻译与
中国现代汉语文学之思想渊源第二节 从经学启蒙到文学启蒙第三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第二章 中国现代
汉语文学诸文体之发端第一节 “诗界革命”及近代诗歌之语言困境第二节 “小说界革命”与现代汉
语小说之滥觞第三节 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与现代汉语散文创作之勃兴第四节 王国维的“理论革命
”与近代话剧之起伏第二编 中国现代汉语文学成形期（1917-1927）第三章 “文学革命”与现代汉语
文学成形第一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人道主义诸思潮第二节 “文学革命”与中国现代汉语文学成形第
三节 西方文艺思想传播与初期革命文学倡导第四章 现代汉语文学文体的成形第一节 杂感的“热风第
二节 “尝试”的新诗第三节 小说的“呐喊第四节 “难产”的话剧第五章 纯文学社团的蜂起和文学流
派的产生第一节 文学研究会第二节 创造社第三节 新月社与现代评论派第四节 其他文学社团及刊物第
六章 鲁迅（上）第一节 生平、思想和文学道路第二节 《呐喊》与《彷徨》第三节 《阿Q正传》第四
节 前期杂文与散文第七章 郭沫若第一节 生平、思想和文学道路第二节 《女神》第三节 历史剧第八章 
成形期的小说创作第一节 叶绍钧的小说第二节 郁达夫的小说第三节 文学研究会作家群的小说第四节 
乡土文学及其小说创作第五节 创造社作家群的小说第九章 成形期的诗歌创作第一节 自由体诗第二节 
象征诗派与李金发第三节 格律诗派第四节 闻一多与徐志摩第十章 成形期的散文与戏剧第一节 朱自清
和冰心的散文第二节 周作人和郁达夫等人的散文第三节 成形期的话剧运动与创作第三编 中国现代汉
语文学成熟期（1928-1949）第十一章 成熟期的文学运动与思潮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左翼、右翼文学运
动与文学思潮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第三节 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解放区文艺运动与
论争第十二章 鲁迅（下）第一节 鲁迅杂文的历史地位第二节 鲁迅杂文的思想成就第三节 鲁迅杂文的
艺术特质第四节 《故事新编》第十三章 茅盾第一节 茅盾的生平与文学道路第二节 《蚀》第三节 《子
夜》第四节 《林家铺子》等短篇小说第五节 《霜叶红似二月花》等第十四章 巴金第一节 巴金的文学
道路第二节 《家》第三节 《憩园》与《寒夜》第四节 《随想录》第十五章 老舍第一节 老舍的文学道
路第二节 《月牙儿》第三节 《骆驼祥子》第四节 《四世同堂》第五节 《茶馆》第十六章 李劫人第一
节 李劫人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二节 《死水微澜》第三节 李劫人其他小说及其文学史意义第十七章 左
翼作家小说第一节 左翼作家小说概貌第二节 张天翼的小说第三节 沙汀的小说第四节 艾芜的小说第五
节 丁玲的小说第六节 叶紫等作家的小说第七节 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创作第八节 萧红的小说第十八章 沈
从文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第二节 《边城》与《长河》第三节 短篇小说第十九章 京派小说第一节 京派第
二节 京派小说作家及其创作第二十章 海派小说与20世纪30年代其他小说第一节 新感觉派小说第二节 
其他海派小说第二十一章 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沦陷区、“孤岛”文学第一节 国统区、沦陷区、“孤
岛”文学概貌第二节 张爱玲第三节 钱钟书第四节 路翎与师陀的小说第五节 徐訏与无名氏第二十二章 
解放区小说第一节 赵树理第二节 解放区的其他小说第二十三章 现代派诗歌与其他诗歌第一节 左翼诗
与乡土诗第二节 现代派诗歌第三节 戴望舒与卞之琳第四节 何其芳与其他诗人第二十四章 40年代的诗
歌分野第一节 艾青第二节 七月诗派第三节 西南联大诗人群第四节 解放区的民歌体诗与国统区的政治
讽刺诗第二十五章 成熟期的散文创作第一节 散文创作第二节 杂文创作第三节 报告文学的发展第二十
六章 曹禺第一节 曹禺的文学道路第二节 《雷雨》第三节 《日出》和《原野》第四节 《北京人》第二
十七章 成熟期的戏剧与电影第一节 左翼戏剧运动与夏衍的话剧第二节 田汉的话剧创作第三节 陈白尘
的话剧创作第四节 吴祖光与其他喜剧创作第五节 国统区其他话剧创作⋯⋯第四编 中国现代汉语文学
转型期(1949-1976)第五编 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繁荣期(1976-1989)第六编 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多元
期(1989-2009)初版后记再版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

章节摘录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明代开始已有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大开，传教士在中国的自由传教使西学更广泛地在中国得到传播。
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学问包括“性理之学”（神学与古典哲学）、“格致之学”（科学理论和科
学方法论）、“富国养民策”（西方经济理论）、“教民之学”（教育理论）、“安民新学”（社会
政治理论）等，造成了早期“西学东渐”的蓄势，也加快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19世纪中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改科举议”、“改会试议”、“广取士议”、“采西学议”等
一系列主张，要求把科举名额分一半给研习西方工业、科学技术的人才。
后来，洋务派的士大夫也多次提出在八股进士以外“特设一科”以选拔精于西学人才的主张。
在这些主张的推动之下，洋务派建立了一系列官方翻译机构①，创办近代企业，发展新式教育和洋务
运动。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明显感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明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于1872年派出
了第一批“留美幼童”。
到1875年，共派出4批120名官费留学生，到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开启了官派国人到外国留学的先
例。
至此，中国文化正式直面西方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开始被打破。
但是，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往往片面地把西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代名词，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主张。
甚至到了戊戌变法时期，知识分子对西学仍抱一种较为审慎的态度，康有为也不例外。
②文学变革起步就更晚，例如首先提倡新小说的人就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传教士傅兰雅，他早在梁
启超倡导新小说之前7年就已经举办过一次小说竞赛，提倡新小说创作，“傅兰雅的竞赛的确在某种
程度上影响了晚清小说的总体方向”③。
传教士大量翻译的西方书籍和留学生的活动对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在对中国人思维方
式的改变之上。
翻译文献使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抱残守缺的思维习惯受到了冲击，使他们更具变革精神。
留学生在国外受到更剧烈的刺激，在比较中，他们开始正视中国文化的弱点，反思传统文化、习惯、
风俗、文学、思想诸问题，西学成了他们的方向和榜样。
回国留学生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世纪的翻译工作主要是由传教士来完成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和医学等方面。
1898年至1909年，严复（1854-1921，福建闽侯人）先后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
、《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8种西方社会科学名
著，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的“地震”。
特别是《天演论》（1898）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介绍和对赫胥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思
想的宣传，使中国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价值体系遭到毁灭性打击，一些人开始认识到社会是进
化的，因而文学也应该是进化的，我们应该有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的文学样式与文学语言，
这直接奠定了近代以降梁启超、胡适、鲁迅等现代语言文学奠基者们的价值观。
①在严复的带动之下，西方近现代思想混杂在各种翻译著作中，在清末民初大量进人中国，对中国传
统文化观念造成巨大冲击。
这些未经中国化的思想顷刻之间使中国思想界觉得无所适从，但是也正是这些冲击才使中国固守了两
千余年的儒家文化传统遭到了颠覆，使新文化运动毫不妥协的破旧立新精神得以酝酿并最终成为现代
思想的生长点和导火线。
几乎与严复同时，另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又自署冷红生，福建福州
人）的小说翻译对汉语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1899年，林纾与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现译《茶花女》），小说的哀感顽
艳加上林纾优美流畅的桐城派古文文笔使这部小说很快征服了中国读者，严复有“可怜一卷《茶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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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尽支那荡子肠”之叹。
自此以后，林纾一发而不可收，到1924年，这位不懂外语的翻译家借助他人口述共翻译小说160多部，
例如《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鲁滨逊漂流记》、《吟边燕语》、《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块肉余生述》等小说都对中国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林纾的翻译并不准确，往往兴之所至，任意发挥，且夹以古典诗词，但其译述却酣畅淋漓，读来别有
一番滋味。
从晚清到“五四”，在多数人尚不懂外语的情况下，林译小说为中国人打开了外国小说的大门，让更
多的中国人目睹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小说叙述方式和价值观念，其功绩不可埋没。
林译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翻译小说并不是从林纾开始的。
早在1873年，《昕夕闲谈》就开始在《瀛寰琐记》上连载。
其后翻译小说屡见于报端，到五四运动之前大约经历了50年时间，据樽本照雄统计大约有四千多种。
题材、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包括历史小说、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等在内的十余种，影响深远。
从销量上看，翻译小说比创作小说销量要好得多。
从晚清到“五四”的很大一部分作家都从翻译小说中获得营养。
这个时期出现的重要文学翻译家还有：梁启超、包天笑、周桂笙、吴祷等。
翻译小说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一，它使中国小说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因为有了外国文学的参照，诗文为文学正宗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小说成为了正宗的文学体裁。
第二，它使中国小说由“教诲劝诫”向描绘社会人生转变，成为近代小说革命和五四“文学革命”的
先声。
第三，它使中国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变得多姿多彩，叙述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例如在晚清就开始出现第一人称叙述（《禽海石》、《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出现了侦探小说
、科幻小说等从未在汉语文学史上出现过的小说类型等。
第四，翻译小说与其他翻译著作一样在中国现代汉语的形成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翻译小说的语言总是要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这就使汉语从词汇到语法都不
得不因为翻译而自我调整①，从而为中国现代汉语文学之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从经学启蒙到文学启蒙“启蒙”是从晚清到“五四”甚至是整个20世纪思想界与文学界的一个
关键词，英语为“enlightenment”，原意为照亮，即使人的思想从黑暗和混沌转向明朗和开化，“就
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②。
中国人的“蒙昧状态”在晚清就已经被知识分子关注，他们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使人民走向开化，摆脱
愚昧。
洋务派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器”的落后，在于没有坚船利炮。
维新派进一步认为其根本问题在于人才的缺乏，而要获得人才的唯一方法乃在变法维新。
“吾今一言以蔽之日：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
其大成，在变官制。
”③所以，戊戌变法从本质上说是挽救中国人才的行为。
维新派诸君很早就意识到了人才在改变中国命运进程中的重要性，因此认为对民众的启蒙是救国的根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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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第2版)》是用全新的现代汉语文学史观念撰写的一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通史
，含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两门课程，史料翔实，论述到位。
第二版除了订正讹误外，还增删部分内容，对一些栏目内容作了相应调整。
具体来说，《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第2版)》有如下特点：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的概念，解决了中国现
代、当代文学史命名的合法性问题。
人文性、审美性、现代汉语文学性三者统一的文学史新标准，把1898年到2009年的中国文学分为先导
期（1898-1916）、成形期（1917-1927）、成熟期（1928-1949）、转型期（1949-1976）、繁荣期
（1976-1989）、多元期（1989-2009）。
引入最新研究成果。
在对大家名家做结论时没有一味拔高，而是同时保留一种质疑的眼光。
将各家之言、论争以“重要命题”方式收录列出，便于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
重估、强调了一些本应但尚未给予足够重视的作家作品。
下限时延至2009年，内容更切近时代，广度也有拓宽。
比如纳入网络文学、影视文学、歌词文学、手机文学（少量）、旅外华人现代汉语文学等。
体例上体现了教材特色，便于实际教学使用。
章后附有阅读书目、本章涉及的重要命题之研究现状与历史分期论点、本章内容所涉之有重要价值的
研究文献、本章所涉内容之思考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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