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个人”视野中的晚清至五四小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个人”视野中的晚清至五四小说>>

13位ISBN编号：9787516107874

10位ISBN编号：7516107875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罗晓静

页数：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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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视野中的晚清至五四小说>>

内容概要

　　《“个人”视野中的晚清至五四小说：论现代个人观念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选取晚清至五四
这一具有发生学意义的关键时段，以“个人”形象的不同层面在文学文本中的建构为线索，以文学论
争、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的经典文本和文献史料为依据，以创作主体、文学文本和接受主体三个维度
为观照点，主要从“个人”的遮藏与僭越：晚清小说的政治叙事、“个人”的出场与突围：清末民初
小说的世俗表达、“个人”的生成与多样性：五四小说的个性书写三个方面，较为全面、深入地考察
了“个人”及现代个人观念如何影响和决定了晚清至五四小说的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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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晓静，女，1978年生，湖北松滋人，文学博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
业。
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文学研究。
2007—2010年曾在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
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寻找“个人”——论晚清至五四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7年版，获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7项，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江苏社会科学》、《华中师范大学
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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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 现代个人观念与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二 “个人”与晚清至五四文学的生成性第一章 “个人”的
遮蔽与僭越：晚清小说的政治叙事第一节 “群治”催生的“小说界革命”一 “个人”的引入与置换
二 以“群治”为旨归的小说理论建构三 为何选择“小说”为改良“群治”的工具四 “国民”：新小
说理论的现代性诉求第二节 “群”话语中“个人性”文学的有限展开一 小说作者的主动选择二 理想
“国民”的“现代乌托邦三 政治叙事小说在文体形式上的新探索第三节 “个人”对“群”话语的合
法僭越一 作者之“个人”的初步呈现二 国民话语中隐含的现代性的个人意识三 “女子也是个人”第
二章 “个人”的出场与突围：清末民初小说的世俗表达第一节 “情”之私：个人化伦理世界的开拓
一 亦正亦反的写情小说二 个人情爱的漫溢三 非常之人的非常之情第二节 “我”之语：个人化呈现方
式的初显一 “我”讲述“我”自己的故事二 “我”的内心世界的出场第三节 解构姿态中“少数”的
突围和逃逸一 《孽海花》的“解辖域化二 解构姿态创造新的场域三 傅彩云：“生成少数”第三章 “
个人”的生成与多样性：五四小说的个性书写第一节 现代个人观念与中国小说的现代化一 现代个人
观念的确立二 “个人”的发见与“个性”的文学三 文学形式的个性化创造第二节 “健全”的个人与
五四文学的激进姿态一 “易卜生主义”：个性、自由与责任二 “问题小说”与中国的“娜拉”们三 
“我是我自己的”与“个人的失落”第三节 “欲望”的个人与五四文学的自我能量一 “自我”与“
我”的文学二 情欲之流与“真”的文学第四节 “孤独”的个人与五四文学的自省精神一 显层的“国
民性”主题和隐匿的“个人”情结二 “孤独”的个人的抗争三 “个人”的自省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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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个人”的遮蔽与僭越：晚清小说的政治叙事　　清末民初是现代个人观念的孕育和萌发
期：一方面，传统中国“天主人从”的意识结构开始发生位移和颠倒，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
在“人”与“天”的分离中逐渐发育生成；另一方面，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和思想压力
愈趋严重，由此，使得现代个人观念未及明晰和展开便很快遭遇诸多“非个人”诉求的压抑乃至干预
。
于是，清末民初思想、文化、文学中的“个人”，往往呈现出遮蔽与僭越矛盾并存的状态。
　　在清末民初小说的政治叙事中，这种情形表现得格外明显：当“个人”在清末民初小说中初步获
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时，往往采用的是“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
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能够改变人的素质，
使之得到加强；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
的生命”的方式。
换言之，在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想或政治叙事中，一方面，存在具有前所未有自觉性的“个人”或“个
体”意识；另一方面，这种“个人”或“个体”意识又往往被来自群体、社会、政治等“非个人”的
因子所遮蔽、变形或模糊化，且以一种带有“类化”或日“群化”特征和色彩的“国民”观念所曲折
表达。
　　不仅如此，在清末民初“改良群治”和“新民”的政治语境中，“群”乃至“国民”被赋予非常
重要的中介地位：他们既是“个人”、“个体”话语进入“社会”、“国家”语境而获得社会乃至政
治身份的桥梁；也是“个人”、“个体”自我实现乃至终极价值的依归。
　　于是，遮蔽和僭越对立统一，便成为现代个人观念与清末民初的文学观念、作家意识、尤其是小
说政治叙事相互促动的基本运作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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