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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是高等院校中文专业传统的基础课程之一，早在建国初期，原教育部
制定过该课程的教学大纲，各高校据此也编选过多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应该说，那些教材虽然都不免有所缺陷，但却各有长处，包括我们在内的一批中年人，都得益于它们
的恩惠而走上学习、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道路。
“十年浩劫”结束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重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一类教材的风气更甚，据
我们接触的资料，仅公开出版的就有十多部，其中包括我校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选的一种，_由
复旦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1月推出。
它自然更有新的特点，十年来，它不仅在我们这里哺育了一大批学生，锻炼了一些教师，而且也为不
少兄弟院校采用，颇获好评。
　　当然，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上述教材也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
如同“重写文学史”值得鼓励一样，为尽可能地反映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以适应
不断发展着的教学需要，至少，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出发，倡导新鲜活泼的学术空气，以
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新编同类教材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复旦大学出版社正是考虑到这二点，才委托我们做这一《新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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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书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其创作与发表(出版)的时限为1917年1月至1949年10月。
    二、本书编选的作品分为三卷：第一卷，1917年-1926年；第二卷，1926年-1937年；第三卷，1937
年-1949年。
某些处于交叉重叠年度的作品，以作家作品的内在性质特点分卷。
    三、本书编选的作品，体裁从通例，也有若干近似说理性散文的文学理论批评文章。
同期发表的各类文言散文和旧体诗词，一律不收。
    四、本书对于中长篇小说、多幕剧、长诗以及2万字以上的短篇小说(个别除外)作存目处理。
    五、本书编选的作品一般不加注释，个别必要的注解，则标明[编选者注]。
但原作中作者的自注予以保留。
    六、本书编选的作品均从原版本(最初发表在刊物上的，或结集出版的初版本)，编选者除了订正其
中明显的文字误植外，一律不作改动。
    七、各作家作品的编排顺序，主要依据作家从事新文学运动并在文坛产生影响的时间先后，对于同
一社团或流派的作品，予以相对集中的编排。
    八、每一作家入选作品的多寡，主要视其文学成就及其影响而定。
一作家入选作品在2篇以上者，按其发表先后编排。
    九、为适应教学需要，在每篇选文后均有编选者撰写的[提示]。
提示性文字除了简略介绍作家和注明作品出处外，依据编选者的研究心得，着重从若干视角分析作品
的内在背景和特点特色，而不作鉴赏性串讲。
提示性文字还注重援引作家对作品的自评性文字以及历来的新文学史家的著名的品评意见。
    十、一作家被编选的作品在2篇以上者，其第2篇以后的作品[提示]，不再重复介绍作家。
一作家的作品在各卷中出现者，亦按此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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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编选凡例上卷（1917-1926）　老鸦　终身大事（存目）　差不多先生传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随
感录四四　教我如何不想她　狂人日记　孔乙己　阿Q正传（存目）　在酒楼上　春末闲谈　颓败线
的颤动　人的文学　小河　美文　初恋　三弦　小雨点　咱们一伙儿　一个勤学的学生　渔家　草儿
　疑问　暮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十五娘　西湖秋泛　夜　泼妇　潘先生在难中　给歌声　沉思　湖
畔儿语　缀网劳蛛　信仰底哀伤　超人　繁星　春水　往事（一）　⋯⋯中卷（1926-1937）下卷
（193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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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卷（1917-1926）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陈独秀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
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
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
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约分二种：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
第一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原有几分赞成；惟看见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公认的废物，便不必细说理
由，措词又未装出绅士的腔调，恐怕本志因此在社会上减了信用。
像这种反对，本志同人，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好意。
　　这第二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是根本上立在反对的地位了。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
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
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
，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
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
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
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
对钱先生。
)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
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
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
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
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
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此时正是我们中国用德先生的意思废了君主第八年的开始，所以我要写出本志得罪社会的原由，
布告天下。
　　【提示】　　陈独秀(1879—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主要笔名只眼等，安徽怀宁人
。
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秋在上海创办《青年》(《新青年》)杂志，发起并领导新文化运动，对于
五四文学革命亦全力支持。
不久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
擅长白话政论散文，主要论著有《独秀文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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