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

13位ISBN编号：9787500470540

10位ISBN编号：7500470541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王嘉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01出版)

作者：王嘉良

页数：4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

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从史与论的结合上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接受背景、发展轨迹、形态
类型作出了整合性描述，同时也含有重新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意图。
因是史、论的融合，“史”的“过程”描述相对简约，避免了同已有的“思潮史”所叙述的内容重复
，集中展示了著者自己确立的文学思潮观，并以此展开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特征及在此特征规约下形
成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的论析，使文学思潮的研究更接近于本体意义上的“精神潮流”的揭橥，同
时也考察了与文学思潮相对应而生成的创作现象，使文学思潮的研究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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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嘉良，1942年生，浙江上虞人。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主
持该校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省高校重点学科(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
、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
著有《茅盾小说论》、《萧乾评传》、《战时东南文艺史稿》、《鲁迅杂文的诗学意义阐释》、《浙
江20世纪文学史》、《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形态论》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新华文
摘》等刊物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有七项成果获浙江省人民政府奖，1992年获全国首届曾宪梓奖二等奖，同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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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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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一 “灵魂的写实”：现实主义的反思与深化二 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独创性三 七月派创作：
“心理体验”型的文本呈示第八章 政治化现实主义一 现实主义的宿命：政治与文学联姻二 现实主义
创作中“阶级政治”的阐释三 文学创作中“民族政治”的阐释四 政治化现实主义文学的得失中编浪
漫主义文学思潮第九章 浪漫文学在现代中国的接受与走势一 浪漫文学思潮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命运二 
中国现代浪漫文学变衍流程三 中国现代浪漫文学形态特征第十章 激情型浪漫文学一 新文学前夜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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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文学复活第十一章 感伤型浪漫文学一 五四落潮的感伤文学潮流二 郁达夫：感伤型浪漫文学的典
型代表三 感美感恋与感伤：“湖畔”与“新月”诗人第十二章 “革命浪漫蒂克”：准浪漫文学一 生
成背景：时代情绪与作家气质二 “准”浪漫文学的浪漫主义含量三 蒋光慈与革命浪漫蒂克文学第十
三章 田园诗情型浪漫文学一 田园诗情型浪漫文学理论构成二 废名：回归自然的田园诗情三 沈从文：
审视神秘土地的“浪漫派”第十四章 “传奇”型浪漫文学一 “传奇”型浪漫小说：与西方浪漫文学
的趋近二 浪漫传奇：奇崛、瑰丽的叙事文本三 透视人性与生命：爱情的超越性书写四 宗教意蕴渗透
：浪漫精神的深层拓展五 超越传统：个性化叙事艺术下编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第十五章 现代主义思潮
的来源与接受效应一 接受背景：世界新潮与艺术需求的遇合二 新文学现代主义的基本特质与发展路
径三 中国新文学的主要现代主义文学类型第十六章 唯美主义戏剧一 “新浪漫主义”潮流与五四戏剧
二 “莎乐美”的青睐：唯美主义戏剧风行三 剧作形式：唯美外衣下的东方神韵第十七章 象征主义诗
歌一 中国新诗中的多重“现代”因素吸纳二 早期象征诗派开启现代象征主义诗潮三 戴望舒与20世
纪30年代象征主义诗潮四 穆旦与“九叶诗人”现代诗风拓展第十八章 新感觉派小说一 “新感觉派”
：颇具现代特质的小说流派二 反叛传统：文学创作的现代性审美特征三 背离与融合：新感觉派小说
的本土特色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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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潮地位在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中，现实主义一直占据着主潮地位，这既取决
于中国的“特别国情”和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厚积淀，同时也同现实主义精神与文学应当承担的使命要
求相对应，所以即便文学发展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是应当弘扬的“主旋律”。
但需要指出的是，就中国新文学思潮研究而言，恐怕没有一种文学思潮像现实主义那样遭受如此起落
不定的命运了。
早先，现实主义研究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对其所作理论研究的论著之多超过其他任何一种文学
思潮。
这或许是由于现实主义曾一度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造成的。
雷纳?韦勒克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过由于主流意识形态主宰文学创作使现实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特别兴
盛的事实。
他认为：“关于现实主义概念的讨论，一百多年前曾在法国引起辩论，如今又成了大家关心的题目。
在苏联及其所有卫星国家，我想甚至连中国在内，'现实主义'或者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被官
方规定为唯一许可的文学创作方法。
关于现实主义的确切含义、历史和未来，人们进行着无尽无休的争论，发表的文章汗牛充栋，其范围
之广超过了我们在西方可以想象的程度。
”①然而，同样令这位西方文论家始料不及的是，当一种文学思潮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后，现实主
义在中国似乎又成了最不讨巧的话题，如今流行的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汗牛充栋的研究文字是对各
种形式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讨论，对现实主义的研究反见冷落的态势。
这也无怪。
文学研究作为对实际存在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积极回应，它必须面对实际发言，20世纪世界范围
内的文学实存状况是多种文学思潮竞相争雄而又以现代主义一路领先，中国文学一旦走出封闭面对世
界，人们以开放的姿态顺同世界文学潮流，不再服膺于原先的独尊现实主义，甚至表现出对这种“独
尊”的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过，打破现实主义的“定于一尊”的地位，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本身是毫无价值的，它在中国现代
文学思潮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而且，由于过去对现实主义的过度张扬使人们对其由敬畏而入于冷漠，对其的研究也一度处于冷落状
态，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因研究未曾深入，现实主义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形态和复杂表征并未得到
应有描述，因而这一思潮的内在规律及其多种走向往往含混不清。
由此看来，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现实主义不但应是不可或缺的话题，而且还因过去对其的种种
误解现在应是首先面对并着重探究的话题。
本章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现实主义的主潮地位，重在探究新文学首选现实主义的必然性，展示现
实主义文学的多种范式与形态，揭示各种形态的不同功能、特质与价值取向，总结其利弊得失，以澄
清对现实主义的种种误读，也以期对当下文学继续弘扬现实主义传统有所裨益。
一中国新文学首选现实主义的必然性尽管人们对现实主义有这样那样的议论，现实主义本身也有种种
难以避免的局限（此种局限，在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参照下也许会更明显些），但作为一种颇有渊源且
在20世纪依然持续发展的文学思潮，尤其是就中国20世纪文学的实际存在状况而论，现实主义无论如
何都应该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首先需要面对的一个现象是，从20世纪世界文学思潮走向看，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并没有形成一统天
下的局面，世界文学思潮依然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格局，现实主义自不应该消失在我们的研究视线之外
。
关于文学思潮的走向，历来有一种文学“进化论”观念，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思潮
也是循着“进化”之路行进的，一种思潮在一个历史阶段里显出进步性，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便逐渐趋
于“老化”，随即被另一种新兴的文学思潮所取代。
如l8世纪的浪漫主义和l9世纪的现实主义便都是各领风骚一个世纪，20世纪就应该是现代主义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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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文学先驱者陈独秀、沈雁冰在其早期文学观念中都信守过此种理论，他们不约而同地描述过文
学思潮的走向应是循着“古典主义一浪漫主义一现实主义一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路行进的轨
迹，认为20世纪最先进的文学思潮是新浪漫主义。
正由于此，后来成为坚定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和作家的茅盾在新文学初创阶段曾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表
现出浓厚的兴趣，一度倾力宣传与提倡，甚至断言过“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文学”①。
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文学思潮的演进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是以一种思潮“取代”另一种思潮
的单一线性方式行进的，其间呈现着复杂的走势；而一种思潮一旦形成，又往往有其稳定发展的一面
，它并不因为别的文学思潮兴起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相反，因文学思潮与社会文化思潮、思想思潮的契合，它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还会显现出继续张扬
的势头。
20世纪初期现实主义在世界文学范围内依然不减的增长势头显然给中国新文学作家以深刻的启迪，而
客观的社会现实情势恰恰印证了现实主义有着不竭的生命力，于是中国新文学作家对各种外来思潮的
选择偏重在现实主义一头，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同一个茅盾，对新浪漫主义的热情礼赞有之，将其作为没落的“世纪末”文学思潮予以严峻批判者亦
有之，而且前者只持续一个极短暂时间（大约三四年光景）②，后者则长时期成为其文学思想的主导
倾向。
对于茅盾而言，这并非是一种随意性的选择，恰恰是其对各种文学思潮经过反复比较、筛选以后做出
的抉择，其抉择的依据正是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时代适应性。
正如其后来所表述的：“'五四'以来短短的文艺已经从事实上证明，有以浪漫主义出发的，但时代的
客观的需要是写实主义，所以写实文学成了主潮。
”从20世纪世界文学思潮走向看，不但在中国现实主义是主潮，即便在欧洲、在前苏联，现实主义同
样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前苏联，现实主义长期处于正统地位，直至90年代苏联解体后，此种
状况才有所改变。
因此，对于20世纪世界文学思潮的判断，无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力显然是不够科学的。
日本学者筱田一士研究20世纪世界文学，有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观点：“把20世纪小说看成是现代主
义和现实主义两派根据小说创造的原点而针锋相对相互竞争的文学。
”为此他排出“世界20世纪十大小说”，在十部小说中就既有现代主义作品又有现实主义作品，中国
作家茅盾的《子夜》也赫然在列，他认为，“《子夜》在同时代的世界文学上具有先验性的存在”，
“以想象全社会的想象力而言，茅盾在同一时代的中国作家中可谓最杰出的存在”，从而“重新确定
了《子夜》在，20世纪世界文学上的辉煌的位置”。
①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未必具有客观真理性，正像有的中国当代学者将茅盾革出“中国20世纪十大
小说家”之列也是一家之言一样。
然而由此可以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作为20世纪文学显示出无可置疑
重要性的存在，是为许多作家理论家所认同的，不独将其随意轻薄并不可取，就是缺乏对其做深层次
探讨，从中总结出有益于文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也很难说是对20世纪文学思潮的完整把握。
另一个需要面对的现象是中国新文学实际。
这里所展示的是中国新文学的特殊性，它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比世界范围内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更为突
出更为鲜明的色彩，因而这一点也许比前述有着更为切实的意义。
在中国新文学的整体框架内，若是从文学思潮、创作方法的角度定位，现实主义无疑占据着主流地位
。
对此，对作家和作品做定量分析不一定能做出精确判断，文学思潮边界的模糊性和作家创作的复杂性
使得我们对某个作家或某种文学现象作出严格的思潮定位是有一定困难的，但若是从中国新文学的历
史进程分析，从五四文学、30年代文学、抗战文学，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现实主义显然一直
占有主流地位。
这里显示的便是20世纪中国文学同世界文学并不相同的特色。
现实主义何以在中国文学中呈现出同世界文学并不相同的特色?现实主义何以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主流?
我们认为，至少有下述几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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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的“特别国情”是滋长现实主义的适宜土壤。
尽管20世纪似乎并没有为现代主义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
同现代主义思潮盛行的西欧各国相比较，虽然处在同一个世纪，但中国人面对的问题显然同西欧各国
完全不同，其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时间落差。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

编辑推荐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的整体构想，是通过对以往思潮观的反思与比较，提出文学思潮研究的可
取理念。
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编。
上编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主要阐述中国新文学中的七种现实主义形态，每种形态又有与之相对应的
文学流派、文学创作。
现实主义思潮是中国新文学的主潮，这一编将是重点论述部分。
中编论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概括中国浪漫文学的自身特色，并以20世纪前半期的三个时期(五四极盛期
、30年代转型期、40年代深化期)述述其发展、变化特点，又对几个主要浪漫文学流派做出描述与评估
。
下编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这股思潮在现代文学期间影响最小，但也有输入／接受背景，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几种文
体类型都产生过接近现代派的文学流派(如象征主义诗歌、唯美主义戏剧、新感觉派小说等)。
本编以一章对各个时期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多种表现形态作整体梳理和描述后，又叙述了三种对中国新
文学影响相对较大的现代主义文学形态，旨在使现代主义在中国新文学中的接受状况有较为明晰的呈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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