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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我们的夙愿。
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是因为考虑到目前这一类的“文学史”已有泛滥成灾的趋势。
想想内容大同小异的书已超过200部，仅这个数字就足以令我们望而却步了。
然而每当我们翻阅这些已出版的文学史时，心里又多多少少地感到某种不满足。
不妨设想，一个在21世纪成长起来的人，当他们回首前一个世纪的文学时，他们最想了解的是什么呢
？
难道他们只是想知道一大堆作品的名字，这一切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要写一部面对后代的文学史，这就是我们的写作冲动。
我们想，生活在未来的人们，他们能理解我们在整整一个世纪之中面临的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吗？
他们能了解我们心中产生过的那些极为紧张的思索吗？
他们能体验这一时代的先进分子在落后愚昧的沙漠里踽踽独行的寂寞吗？
他们能想像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付出如此惨重的血和泪的代价吗？
他们能懂得群众并不总是聪明的，有时会犯下极其天真而荒唐的错误吗？
他们能知道在商品大潮中哪些文学流派是靠出版商和作者一起炒作出来的吗？
他们在阅读前人的作品时，能知道我们这些作品的同时代人心里在想些什么吗？
　　一句话，他们能得到真实吗？
　　作为一个度过20世纪大半的学者，有责任把真实的情况留给后人，特别是把真心话留给后人。
那么，写文学史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毕竟，文学史首先应该是人类的心灵史，中国文学史首先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探求史。
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的作家们不停地思考、探求，不停地犯错误，不停地总结经验教训。
我们应该按照这一思路把百年文学铺陈下来。
同样我们也应该尽可能地把某类文学出现的背景展现开来。
当然这里必然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因为离开了个人的眼光，整部文学史仅仅是一大堆作品的堆积。
　　作为文学史，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价值标准的问题。
20世纪的中国有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政治对文学的强烈干预，一段时期，政治标准甚至成了唯一的标
准。
而到了今天，随着商品大潮的涌起，从民间的角度看又像是一个事事讲多元的时代，乃至人们不得不
怀疑文学是否真有客观的价值标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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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
将以往现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的内容合于一书中，以便于从整体上体现新文学发展的延续性和内在
的规律性，避免将这两个关系很密切的文学时代割裂开来。
作者不满足于对文学史进行描述和分析,而是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学史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作者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思考及对立在这一思考基础上对文学现象做出的分析,是本书区别于同类书籍的
地方。
另外，本书还是很多其他独到之处，如将赛珍珠纳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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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章 自由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文学　　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是一个极其广阔的概念，他们
既不属于“左翼”文学，更与右翼御用文学划清界限。
这些作家的人生哲学、文学观念倾向于自由主义，他们的政治观念则倾向于民主主义，他们的创作方
法则为现实主义的。
这些作家就属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多次提到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个人主义者”。
作为他们的代表，毛泽东还专门提到了两个人，就是闻一多和朱自清。
他们都具有强烈民主主义色彩，也有很强烈的政治倾向，与被称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胡适、林
语堂显然不同。
但毛泽东把他们归在一起，说明他们本质上是共通的，这与后来人们仅仅把“自由主义”当成是远离
政治、根本排除文学功利性的理解是很有区别的。
　　在30年代，这一部分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既包括狭义的自由主义者，如胡适、林语堂，也
包括民主主义者，如巴金、曹禺等人。
　　自由主义文学自20年代一直延续到30年代，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一方面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的持续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新文学在发端之初的根本立意
。
在中国新文学产生、初步发展的时期，个性解放、个性自由一度成为文学的思想底色，以此来反抗封
建专制、封建礼教对个体生命的禁锢和摧残。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出现了大批从事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从而使自由主义文学真正成为相
对独立的文学力量。
《现代评论》派的出现，可以视为一个重要标志。
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已经形成的流派。
而周作人的一系列有关自由主义文学的论述则可视为该文学流派的理论代表。
当革命文学高举功利的、载道的旗帜，让集体话语遮蔽个人话语时，自由主义文学却以文学为本位、
以写作为职业，并没有因为近艺术而远现实，也没有因为任个人而忘众数。
自由主义文学从自由、个性、独立、主体性等立场出发，寻找和建构着自己的文学信念，从文学本位
的角度来关注人生、思考人性，其中某些民主主义意识强烈的作家仍然坚持着把文学变成反封建思想
革命的工具、以批判的方式去完成启蒙使命，忠诚地履行着自由主义文学家自己所领悟到的对历史、
对社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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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中国文学史》力图揭示，虽然存在不同的流派、思潮，有着不同的道路选择和价值追求，
但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源于相同的原初推动，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
基于此，作者在百年波澜起伏的历史背景下，分析相互分歧的文学现象的存在原因；以多元、宽容的
态度，进行独立、严谨的理性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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