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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由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炼改写而成，是高校中
文系学生的通用教材，也是中国读者了解本国现代文学的必读书。
初版以来，曾印刷二十四次，是目前国内印量最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并被译成英文、日文、西
班牙文出版发行，在国内外均有广泛影响。
 此次增订，作者在初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方面的修改和增补：扩充或重写、改写了部分内容，如沈从
文、李劫人、林语堂等部分；新增了穆时英、张爱玲的部分，使之各有专节，并增写了杨逵、吴浊流
等沦陷区作家作品；修改了对胡适、郁达夫、丁玲、路翎等作家的评价，还原了文学史的本来面目；
此外，还吸收了近年来学界研究的若干新成果。
本增订版的内容更加全面、丰富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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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石、殷夫等作家的作品　第二节　丁玲和张天翼　第三节　艾芜等作家的小说　第四节　欧阳予倩
、洪深等人的剧作　第五节　田汉第八章　“左联”时期的文学创作(二)　第一节　瞿秋白的作品及
其他杂文、散文、报告文学　第二节　叶紫、吴组缃及萧军、萧红等新人新作　第三节　  中国诗歌
会诸诗人与臧克家的诗作第九章　曹禺　第一节　《雷雨》、《日出》和《原野》　第二节　《北京
人》及其他剧作第十章　沈从文和其他作家的创作　第一节　沈从文　第二节　鲁彦、李劫人等的小
说创作　第三节　穆时英等的都市小说　第四节　林语堂等的散文杂文第十一章　艾青与其他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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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　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一)　第一节　报告文学和杂文、散文　第二节　夏衍等剧作
家的剧作　第三节　抗日题材小说与姚雪垠、路翎等作家的作品　第四节　沙汀的小说第十三章　抗
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　第一节　钱钟书等作家的讽刺暴露小说　第二节　《天国春秋》
及《升官图》等讽刺剧作　第三节　张爱玲的小说第十四章　赵树理和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的文学创作 
第一节　赵树理  第二节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作品  第三节　孙犁、刘白羽等作
家的小说创作  第四节　《白毛女》、《逼上梁山》、《血泪仇》等剧作  第五节　《王贵与李香香》
、《漳河水》及其他诗歌作品  第六节　报告文学及其他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代结束语)编写后记
增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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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郁达夫第一部小说集《沉沦》，是作者留日时期生活和思想的写照。
这部小说集同郭沫若的《女神》一起列入最早的“创造社丛书”。
小说集包括《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三个短篇，其中《沉沦》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
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描绘了一个有忧郁症的中国留日学生，渴望得到纯真的友谊和温柔的爱情，但在异
国遇到的只是屈辱和冷遇，终于绝望而走向沉沦。
作品中主人公的难以排除的忧郁苦闷，反映了五四时期那些在重重压迫下，有所觉醒而又不知如何变
革现状的青年共同的心理状态，具有时代特征。
小说的主人公沉痛地呼唤：“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罢。
”‘祖国呀祖国！
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
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小说发表后在当时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也遭到封建守旧派人士的非难。
正如郭沫若在谈到郁达夫早期创作时所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
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
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
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为什么？
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① 郁达夫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以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见之于文坛。
他赞同“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②。
但与鲁迅在小说中以“我”为主人公深入其境描述人物和事件的现实主义手法不同，郁达夫在小说中
往往以“我”为主人公，运用浓郁的抒情笔调，进行大胆的自我暴露和率直的自我表白，“在重压下
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③。
《沉沦》中的小说《风铃》、《怀乡病者》、《茑萝行》以及《还乡记》、《还乡后记》、《离散之
前》等篇，都带有“自叙传”性质。
有些不以“我”为主人公而“我”仍在其中。
写于一九二三年的《茑萝行》，是作者返国初期生活的记录。
小说运用给妻子书信的形式，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个穷苦知识分子艰难的生活处境和痛苦迷惘的思想
情绪，感情浓郁，文词凄切，表达了喘息在重重经济压迫下人们的共同心声。
为回答胡适等人的无理攻击而写的历史小说《采石矶》，借清代诗人黄仲则的形象寄托作者对邪恶势
力的愤懑和抗议。
同郭沫若的诗歌中那种明朗、激昂、乐观的调子不同，郁达夫的小说往往谱出一曲曲灰暗、沉重、凄
凉的哀歌。
这种基调之所以形成，除了作者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性格外，也由于他接受了中外富有感伤色彩的文学
的影响，特别是清朝诗人黄仲则和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以及某些“世纪末”文学思潮的影响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

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增订版)》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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