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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促使媒体间竞争白热化。
传统媒体报纸外受新媒体威胁和冲击，内受同业之间同质化严重挤压，昔日“补白”的副刊，如今成
为报纸“留住读者”的重要阵地。

　　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民晚报“夜光杯”，是上海首届媒体著名商标。
从其发展史来看，曾传播革命，弘扬科学与民主思想，促进文学发展，培养作家并滋养无数读者，且
为新时代报纸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对其历史进行梳理，了解衍变轨迹，寻找发展规律，总结其丰富的办报经验，从中汲取营养，力图为
新时期新民晚报发展提供一些新思路，也为其他报纸发展提供参考。
《新民晚报副刊研究》由张苑琛所著，本书读者对象为媒体工作者、高等院校师生、相关企事业和国
家机关管理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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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苑琛法学硕士，文艺学博士，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心理协会会
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与传媒，新媒体与都市青年文化。

　　近年来的国内权威、核心期刊发表文章三十余篇。
主编、参编三部教材，主持、参与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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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打破了我国文学的单元文化背景。
虽然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有大量的国外文化传播进来，但基本上是昙花一现，之后的闭关自守又把中
国拉人独家经营的状态。
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则是真正地实现了国内外文化的交流。
“从文学来讲，直到这个时候，外国文化才真正实现对中国的深刻影响。
西方浪漫主义对郭沫若的作用，尼采主义对鲁迅早期创作的影响，法国文学对巴金的滋养，契诃夫戏
剧对曹禺的启发，流浪巴黎街头的‘世纪末’诗人和以描写俄罗斯乡村生活见长的忧郁型诗人叶赛宁
对爱情气质的感染，都是一些几经证明了的事实。
从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苏俄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则日益强化。
中国有相当数量的作家，明显地具有普希金、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文学精神”①。
　　在这种形势下，作为沟通东西方文化重要媒介之一的书籍，得到大量的翻译出版。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翻译、出版外国各类文学的学科和著作数量空前。
对十八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大家，他们的作品都部分或全部被翻译，有些并且是重复翻译，书市上出
现了很多个版本。
有的系列丛书一套就是十几种乃至几十种、上百种，出套书成为一种风潮。
专门出版外文著作的出版社和中央、地方大大小小的非专门出版社都企图组织精粹的队伍来大量翻译
外国各类著作，其翻译出版的速度颇为惊人”②。
　　交流碰撞的机会多了，加之传递信息手段的日益现代化，这一切，使国外各种流派的哲学、政治
学、经济学、美学、文学、美术、摄影、文艺批评学等，来势凶猛，争先恐后，源源不断地输入。
当今世界的各种思潮，几乎无不波及中国。
　　从国内的形势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历史的渐进性发展，为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们
留下了相对从容的思考机会，这使得他们心态自信并且姿态优雅。
因此，中学与西学、文言与白话、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等思想文化冲突才不绝于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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