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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采用崭新教学理念编写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
它清晰而详细地叙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从1917年前后到1949年30多年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其间各种文学
运动、文学思潮、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况及其主要成就，深入阐发了现代文学的思想文化含蕴。
本书致力于培养和提高广大学生阅读、鉴赏、分析和评价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及文艺现象的能力，使他
们能够继承五四新文学的优秀传统，服务于当代的文化事业。
　　本书的撰写者都长期从事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既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专长，又具有丰富
的教学实践经验。
全面系统地覆盖了现代文学所有的重要领域。
无论是对作家作品、社团流派，还是文学论争，本书都进行了应有的评价。
尤其是以往一般现代文学教材忽略的通俗文学创作部分，本书亦给予了客观详细的描述和评价，强调
了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并存及其实际影响，这也与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保持了应有的沟通和衔接。
　　结构清晰，层次分明，既突出重点内容，又具有广泛的知识覆盖面，点、线、面结合，追求叙述
历史的深度和力度，立体化地展现了现代文学的真实形态。
这体现了我们体例编排上的一些新的想法和追求，我们力图在相对简约的篇幅中，尽可能展示中国现
代文学丰富而完整的面貌，其中包括对现代文学发生过程的描述以及上述提及的对通俗文学存在价值
的关注等，同时又尽可能地对相关内容按照历史时段或文体的分类加以相对集中的介绍和论析。
作为教材，这样可能更有利于教学层面的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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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立　第二节 蒋光慈等人的早期革命文学创作　第三节 萧军、萧红及“东北作家群　第四节 各具
特色的左翼小说家　第五节 左翼诗歌的蓬勃兴起第九章 巴金　第一节 生平及创作道路　第二节 无政
府主义文化思潮与巴金的创作　第三节 《家》：悲愤的控诉与青春的赞歌　第四节 《寒夜》：多重
内蕴的人生悲剧第十章 老舍　第一节 生平及创作道路　第二节 老舍作品的文化意蕴及“京味”特征
　第三节 《骆驼祥子》：庶民文学的典范　第四节 《四世同堂》：国民性格的深刻剖析第十一章 沈
从文与“京派　第一节 “乡下”与“湘西”：沈从文的文化选择　第二节 牧歌：沈从文小说的美学
至境　第三节 散文创作：情绕湘西　第四节 其他“京派”作家第十二章 新感觉派及其他小说作家的
创作　第一节 刘呐鸥与新感觉派小说的出现　第二节 施蛰存、穆时英对“新感觉”的深化　第三节 
李劫人及其“大河小说　第四节 张天翼、沙汀和艾芜的小说第十三章 曹禺与现代话剧地位的确立　
第一节 曹禺的生平及创作道路　第二节 惊天动地的《雷雨》　第三节 不同凡响的《日出》《原野》
　第四节 意蕴深藏的《北京人》　第五节 曹禺剧作的艺术特色及意义　第六节 欧阳予倩与洪深的创
作　第七节 田汉与夏衍的创作　第八节 丁西林与李健吾的创作第十四章 诗歌与散文的新发展　第一
节 戴望舒与现代诗派　第二节 杂文的再度兴盛　第三节 小品散文的新发展　第四节 报告文学的兴起
与成熟第十五章 全面抗战以后的文艺运动　第一节 抗战文艺运动的特点及意义　第二节 延安文艺座
谈会及解放区文艺运动　第三节 孤岛文学、沦陷区文学及国统区文艺运动第十六章 艾青及现代新诗
的又一次高潮　第一节 艾青：眼中常含泪水的诗人　第二节 田间、臧克家等人的探索　第三节 胡风
及“七月诗派”的追求　第四节 穆旦及“中国新诗派”的崛起第十七章 解放区的创作　第一节 赵树
理：真诚的农民作家　第二节 孙犁：开掘生活的诗意　第三节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
》　第四节 长篇叙事诗和民族新歌剧第十八章 沦陷区与国统区的创作　第一节 张爱玲、钱钟书的小
说创作　第二节 徐讦、路翎等人的小说创作　第三节 张恨水等人的通俗小说创作　第四节 讽刺喜剧
与政治讽刺诗结语 从现代到当代：30年文学的承载与余响附录 中国现代文学大事年表(1915-1949)修订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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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现代文学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包
括在此期间发生的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艺思潮和在此期间出现的文学社团、文学流派以及所有不
同类型作家的创作。
中国现代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即三个10年：第一个10年是从1917年到1927年，由于
五四运动对后世影响重大深远，因此通常称这10年为五四时期的文学；第二个10年是从1928年到1937
年，这一时期左翼文学运动风起云涌，成为新文学的重要流派，因而往往被称为左翼时期的文学；第
三个10年是从1938年到1949年，一般称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
现代文学虽然只有30年左右的历史，在中国几千年文学史长河中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但它的意义却
不是能用时间来衡量的。
它是整个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巨大转折点，显示出新文化与传统旧文化的深深“断裂”，
体现出中外文化的猛烈“碰撞”。
它以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表现形式掀开了中国文学史崭新的一页，开创了新文学的新天地。
几千年古典文学的根本变化就从这里开始，当代文学的种种利弊就在这里显露。
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这种纵横交叉、承前启后的历史特质，是中国以往任何一段文学史难以相比的。
这30年的首尾两端，恰恰连接着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两个重要的年份——“1919”和“1949”。
这个事实本身说明，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社会的变革，文学的命运和民
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休戚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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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类著作不断面世，这一方面体现了现实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也体
现出这一学术领域的活跃。
“文学史”是对一段时期文学发展的总结与发现，旨在探讨文学实践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动因，厘清文
学发展的脉络与趋势，淘选出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能够流传后世的优秀作家与作品。
2006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除了努力达到上述文学史建设的目标
以外，还在指导大学本科教学方面下了较大的功夫。
它的篇幅与结构都比较适合于教学的需要，因而在这三年的使用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广大师
生的好评。
随着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学科建设的逐渐发展，对学生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其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取得了一
系列较新的研究成果。
本次修订力图将学界最为前沿的学术思考和研究成果以及新颖的教育教学方法融汇其中，以期在今后
的使用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在内容方面，此次修订在坚持原版本对于文学史扎实而灵活的论述的基础上，补充和增添了一些比较
重要的资料，使得全书内容更加丰富和完整，并对原版本中存在的部分错别字、表达不太恰当的语句
等处进行了细致的校对和修订，确保了较高的版本质量。
在体例编排上作了一定幅度的调整，章节目录上进行了必要的扩充和规范化处理，使得全书结构更加
合理，层次更加分明，线索更加明晰，体现了重点内容与广博背景知识的深度契合。
特别是，本书所有章节的课后思考题全部进行了更换和修改，参考了大量的文史资料，选取了丰富的
史料素材，对学界当下关注较为热烈的问题进行深度追问，注重培养学生阅读与研究相结合的能力，
在扎实掌握文学史知识点的同时能够对于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为了给学生提供直观的印象，我们还选取了大量照片、插图，以期更好地达到教学的目标。
此次修订在主编刘勇、邹红的主持下进行，张岩、许江、赵焕亭、万安伦、韩冬梅、张弛等均承担了
具体的工作，特别是张岩、许江在内容的调整、习题的改换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说明，并
向他们致谢！
最后，特别感谢北师大出版社各级领导对本教材修订的支持，他们的支持也是对广大学生的真情相助
。
其中赵月华编辑为该书修订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付出了更多的辛勤劳动，同样向他们深深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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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版)》：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汉语言文学基础课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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