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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修订版）》是2001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三联·哈
佛燕京学术丛书”中的一种。
今蒙复旦大学出版社厚意，印行修订版，我想借此机会感谢贺圣遂先生、孙晶女士和社中其他诸位朋
友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其情其谊，并不只在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修订版）》
的出版和包括《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修订版）》在内的这套“现代中国文学史论丛书
”的出版。
我这本书的所谓修订，其实只是少数地方补充一些论述、改动几个字句而已，原来的面貌没有什么大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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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新颖，男，1967年生，山东招远人。
文学博士。
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
2002年任韩国釜山大学交换教授，2006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教授，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
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2006年）、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
（2008年）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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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基本状况 第一章 中国现代意识的发生与原有文化资源的考掘
和重造——章太炎的极端性思想实验 第二章 现代意识与个体性承担——王国维寻求“慰藉”的精神
简历 第三章 主体的确立、主体位置的降落和主体内部的分裂——鲁迅现代思想意识的心灵线索 第四
章 中国新诗对于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从20年代到抗战前夕 第五章 都市的感官和现代意识的“病
之花”——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前半期上海的都市文学 第六章 日常生活的“不对”和“乱世”文明
的毁坏——张爱玲创作中的现代“恐怖”和“虚无” 第七章 没有凭借的现代搏斗经验——与胡风理
论紧密关联的路翎创作 第八章 学院空间、社会现实和自我内外——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 第九章 
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沈从文的40年代 附录 论台湾《文学杂志》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
绍 主要参考书（篇）目 人名索引 原版后记 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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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好像为了克服自己不愿意认同的倾向而过分强调了一种西方与中国的对立，如果会引起这样的
误解，那么我就得赶紧说明，我之所以在“现代意识”前冠以“中国”一词，是凸现身处中国自身的
历史情境之中的中国主体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反应，而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所谓中国自身的问题、
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都已经不可能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内部的问题，而必须在世界格局的范围内加
以考察。
因此，中国现代意识并不是一个和西方现代意识相隔绝、相对立的概念，它接受西方现代意识的启迪
和激发，同时它更是从自身处境中生成、并对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构成重要意义。
简单一点说，屡屡出现的“自身”这个词，其实是坚持和凸现中国主体性的存在。
拒绝接受外来事物和思想固然可怕，因为这会遏制主体继续生长、变化的可能性；可是在外来新奇的
事物和思想中丧失主体性也同样可怕，因为在外力之中消亡和由于自身活力枯竭而消亡同样是消亡。
接受和产生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代意识，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主体；而且我们知道，统称的西方现代
意识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其实也是多个国家和地区、多种民族和语言的意识主体和文学主体的组合
，既没有统一的西方，也没有抹平了差异性的西方现代主义，从地理分布上讲，柏林、维也纳和布拉
格、彼得堡、芝加哥和纽约、巴黎、伦敦，各有各的现代意识和现代主义①，它们的相通并不遮掩它
们的差异，更不取消它们各自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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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张新颖这部著作在理论上的创新与个案研究上的突出个性，无疑是对当前比较文学领域和20世纪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疲软状态的一次整体性提高。
著作消解传统以西方为中心的所谓“影口向研究”的方法，创立出“中国现代意识”这一概念，并整
合了其与世界格局下各种现代意识的平等对话的历史，使中国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创作思潮不再被看
成是西方文化的接受体或派生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思路。
其行文流畅而达意，资料丰富而扎实，论述新颖而不饰，均略而不述。
　　——陈思和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极少数优秀博士论文中
的一部。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站在对“全球化”问题的较为透彻的分析立场上，摈弃通常所使用的“冲击
一反应”模式，从文学的角度，描绘出近代以来“外来”与“本土”因素交相作用而产生的现代中国
的“现代意识”的复杂状况。
这样相当深入的描述，是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新文学研究的不断进展，向前又推进了一步。
它的学术价值，也由此得到确立。
　 这部著作充分显示了作者清晰的思辨能力和敏锐细致的文学分析才能。
在今天的年轻一代学人中，能这样把两方面的才能结合在一起的，并不多见。
　　——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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