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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杨联芬女士的著作《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即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她把书稿送来，邀我作序，我欣然答应了。
　　我认识联芬女士，是在九年前北师大中文系举行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
当时的印象是：她有才气，肯下工夫，论文有分量，文笔也不错。
留校任教后则联系不多。
有时见到她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却来不及一一阅读。
这次系统地读了她的书稿，作者在学术上达到的深度与广度，不免令我吃惊，我才意识到站在我们面
前的，已是一位头角峥嵘、目光四射、相当出色的青年学者了。
　　这本著作并不全面叙述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历史，但却从发掘“现代性”的特定角度，深入考
察了这一时期几个十分突出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
钩沉析疑，烛幽发微。
就人们熟知的若干老话题阐释出极富启发性的新见解，中肯而又精警，很有学术价值。
其中第三、六、七诸章，我认为写得尤其精彩。
　　晚清文学资料多而分散，长期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最近一二十年虽然出了一批重要学术成
果，但相对而言基础仍较薄弱。
而且，诚如作者所言：“阅读晚清小说，与其说是阅读文学，不如说是阅读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和历
史”，往往会经历“一个极其枯燥乃至绝望的阅读时期”。
可贵的是，作者在这种情况下知．难而进，充分占有原始材料，敢于突破前人陈见，积数年艰苦努力
，终于获得令人欣慰的果实。
真正的研究工作决不只是“命名”，也不是对已有成果进行并无多少新意的“排列组合”，而是必须
在学科领域内形成实质性的推进。
杨联芬的著作，我以为实现了这一目标。
　　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本书不是一般地讨论文学的现代性，它最出色的部分体现了三个特点：　
　一、进入历史的具体情境，充分体察历史本身的复杂丰富与多样。
　　以研究林纾的部分为例，作者具体考察了他用古文翻译一百几十部西方小说的情况以及他作为译
者所写的大量序跋在当时环境中起到的作用；还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论证他的译作对不止一代文学
青年(包括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李勃人、钱钟书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作者据实指出：“由于林纾深厚的文学功底与敏锐的艺术感觉，他往往对原著的风格，有深刻的领会
。
他用古文，竟然能够惟妙惟肖地传达西方原著的幽默，这已为众多现代作家所折服。
”并认为：林纾“借翻译域外小说，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不但将西方小说推上新文
学之师的位置，而且使小说这一样武悄悄蜕去‘鄙俗’的陈套，换上了‘雅’的衣衫。
”这“正是那个时代调和雅(古文)、俗(小说)，沟通中、西的最适当的桥梁”。
即使“林氏的误读虽常常掩盖了西方原著的人文主义光彩，但却也是晚清那个时代广大士人阶层可能
接受和理解西方的最好策略”。
在作者看来，林纾强调中西之“同”，实际上提高了旧派对西方的认识：“一是让他们认识到西方文
学与中国文学是相通的，‘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二是让他们知道西方人与中国人有
许多相同的人性与人伦，并非无父的野蛮人。
”如果“我们多少能够体会晚清文学转型的艰难，对林纾的误读也就多了几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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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长期处在五四重重遮蔽之中的晚清民初
文学，但它并非全面叙述晚清至五四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是以“现代性”作为理论资源和研究策
略，严肃而深入地考察了这一时期几个十分突出而且意涵丰富的文学文化现象和作家作品，取得了多
方面的成就，在学科领域内部形成了实质性的推进。
 
　　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这些话题都不算新，然而杨联芬女士对这些“老话题”的再解读却充满了
新意且极富于启发性，这与作者的学术态度、学术修养、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密切相关。
首先，作者能够深入历史发生的具体情境，充分尊重历史的细节和偶然性，细致入微地考察历史本身
的复杂丰富与多元异质。
以第三章为例，作者不厌其烦地具体考察了林纾用古文翻译一百几十部西方小说的情况，以及他为译
者所写的大量序跋在共时性语境中的作用；还搜集了这一研究领域中尽可能多的资料，论证林纾的译
作对几代文学青年，诸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李吉力人、钱锺书等人，所产生的历时性影
响。
对于文学史重复论述的林纾与五四新文学家们的论争，作者也不忘做深入的考察，从而得出“林纾与
新文化的分歧，并非是否使用白话，而是是否使用白话，就一定废除古文”这样的结论。
据此，作者不仅恢复了林纾被“历史主义”叙述扭曲的原生态形象，而且俨然将林纾放在了中国文学
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重要环节上，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据此深入地接触并展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本土
性情境，摒绝了此类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理论与材料脱离的恶劣现象。
其次，这本专著相当充分地体现出了杨联芬女士宽广而精警的学术视野，及其对纵横错综的比较研究
方法的娴熟运用。
这在最后一章的长篇历史小说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精彩。
作者将曾朴的《孽海花》从鲁迅定位的“谴责小说”中提升出来，与李吉力人的《死水微澜》三部曲
放在一起比较论证，将它们统称为“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并与法国文学中“从莫里哀到雨果、从巴
尔扎克到福楼拜”的作品进行了广泛而精确的比较。
作者认为曾、李二人小说的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体现在，它们摆脱了传统历史小说“以重大历史事件或
历史历史人物为中心”的宏大叙事模式，而展现了一种由日常世俗生活构成的“风俗史”。
这种见解很有价值，现代性文学的主要内涵之一就是对日常化私人生活空间的发掘与表现，作者以她
的具体考察和研究将这种现代性内涵落到了文学叙事的实处，这也正是其高出同类研究的地方。
此外，该书特别值得称赞之处还有作者卓越、敏锐的艺术感觉，以及富有灵气的文字表述。
可以第六章具体论述为例，比如，“从意象、用典看，苏曼殊是古典的；但从表现的真诚、大胆，感
情的纯洁看，苏曼殊的诗是现代的，充满了拜伦式的热烈情怀，也散发着雪莱式的忧伤。
”作者的诗人文笔并非感性的无余流露，而是与一个学者的知性和理性相伴相随，这样描述作者的文
字风格也许更为恰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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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联芬，又名张忆，女，四川荥经人，1963年生于四川宝兴。
1986年获四川师范大学文学学士，1989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1994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
现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
主要学术著作有《白话今译》、《中国丙工小说中的抒情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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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  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第一章  在悖论与调和中建立文学的“现代”平台 一、理
论悖谬与时代需求：晚清新文学运动的意义 二、晚清文人的边缘化与现代审美观念的萌生 三、“人
的文学”——“启蒙”与“艺术”的平衡第二章  “新”之所以然——晚清新小说论 一、晚清新小说
审美空间的陌生化与“超验”性 二、新小说文本与读者的新关系第三章 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
生 一、“古文”与小说：林译对俗雅界域的打破 二、林纾对西方小说的误读及意义 三、再论要纾与
五四文坛第四章 作为“潜文本”的《域外小说集》 一、超前的现代性 二、叙事的先锋性与审美的不
实现 三、《域外小说集》作为“潜文本”的意义 四、鲁迅小说的诗化倾向第五章 晚清-五四文学的“
国民性”焦虑 一、“国民情”概念的由来及晚清的国民性批判理论 二、晚清新小说与国民性母题的
形成 三、五四文学：国民性的焦虑与对抗  四、国民性命题的再讨论第六章 苏曼殊与五四浪漫文学第
七章 曾朴、李*人与长篇历史小说的转型主要参考文献人名索引文献索引跋第三章  林纾与中国文学现
代性的发生第四章  作为“潜文本”的《域外小说集》第五章  晚清—五四文学的“国民性”焦虑第六
章  苏曼殊与五四浪漫文学第七章  曾朴、李劼人与长篇历史小说的转型主要参考文献人名索引文献索
引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晚清至五四>>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在悖论与调和中建立文学的　　“现代”平台　　从梁启超、严复等人力倡小说，到清末
小说的普遍繁荣，再到五四小说地位的稳固，中国小说由“小道”到“艺术”的地位攀升，正是中国
文学的现代性由萌芽到成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虽然充满意想不到的悖论，而结果却正中新文学的鹄的。
　　晚清新小说家借用西方经验，以“新民”、“开智”、“强国”、“保种”的功利期求倡导新小
说，一方面改变了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世俗地位，另一方面也导致西方纯艺术理论话语进入中国。
晚清小说的繁荣，基本是在启蒙、救国的激情下形成的，而关于小说艺术方面的探　　寻，则经过晚
清、民初对西方小说的大量译介、模仿，积淀到五四方成雏型。
启蒙主义与现代小说艺术论，都是导致晚清以来小说发生现代性转变的因素，而在晚清小说创作中难
以兼顾的“启蒙”与“艺术”二者，经过周氏兄弟晚清阶段对西方文学的选择和思索，最终以“人的
文学”这一范畴，在五四的理论中达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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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并不全面叙述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历史，但却从发掘
“现代性”的特定角度，深入考察了这一时期几个十分突出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
钩沉析疑，烛幽发微。
就人们熟知的若干老话题阐释出极富启发性的新见解，中肯而又精警，很有学术价值。
其中第三、六、七诸章，尤其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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