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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建构》主要是考察和研究晚清至抗战前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历史，重
点探讨文学史书写历史中文学史观（包括文学观）、文学史编撰体例的特色及其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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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云锋，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
 硕士、博士阶段主要钟情濡染文史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近代史与史学理论、西方哲学等），近年
来学术兴趣扩展而兼及于社会科学（社会学、法学、传播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重点关注人情社
会学；常识教育与常识社会学；信任；“成熟”与社会化；人治与法治等论题，并将进一步扩展和深
入到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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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结语附录一　学术分科：史、文独立与早期文学史毫写附录二 （史学）教育制度衍变与文学史书写
附录三　历史理论视野下的文学史分期观念考察史学附录四 避现代中国文学史著作一览表参考文献后
记：文史哲淡隐，社会科学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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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文学史书写之萌芽期——以林传甲、黄人著《中国文学史》为例　　第一节　总论
　　到五四时期，在现代教育体制中文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渐被固定下来（参见附录二）。
但这样独立出来的文学尚只意味着与现代教育体制中的其他学科，尤其是和史学有了初步的界限，而
对于文学本体的涵延却尚未充分厘清。
具体来说，第一，分科意义上的文学独立仍显粗疏，有待进一步仔细辨析厘清。
第二，文学观念的变化与教育体制以及分科的变化，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尤显重要（参见附录一、二）
。
第三，观念上的变化不一定能马上在文学史编撰上得到落实和体现，这必然有一个逐渐吸收和变化的
过程。
其实，我们考察早期初创的中国文学史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过渡时期的这种
新旧杂糅的特色。
　　从1904年左右林传甲和黄人的文学史著作出现至1918年，可以看成是文学史书写的萌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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