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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它一旦产生，就作为一种环境因子影响人类自身及其新的文化活动。
文学及文学理论批评作为特殊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生命体”，需要一种生态环境给与滋养和维持
，其发生与发展始终受制于各种文化因素所构成的“文化环境”。
这个“文化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生态”，即文化系统在特定时空的组合。
20世纪的中国由于中西文化的冲突交汇和新旧文化的撞击聚合引起的“文化生态”的重构和历史变迁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从观念、类型到形态、文体各方面都经历着重大变革。
《文化生态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演变》通过20世纪中国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包括近代、
五四时期、左翼文学时期、新中国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演变的描述，揭示了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生态的深层关系。
《文化生态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演变》由柯汉林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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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柯汉琳，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过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人文学院院
长、文学院院长、《东方文化》主编。
兼任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外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学理论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广东美学学会副会长等。
主要著作有《美的形态学》、《日常审美心理》、《在路上》、《篱侧论稿》等，合著有《文学与时
代主旋律》、《青年美学向导》、《文学理论教程》等；任《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语文实验教科书（广
东版）》主编之一；主编《名师阅读文库》等。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一百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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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梁启超的文学理论批评，从文体特点来看，与他所提倡的新文体大致相符。
其一，大声疾呼，笔锋常带感情。
其二，平易畅达，文辞优美。
他采用半文半白，通俗浅显的‘今语’写作，注意杂以俚语、口语、谚语和‘小说家语’入文，力求
通俗易懂。
同时他还大量吸收外来语，输入El本兼及欧美的词语、语法，以扩大文字的表现力。
其三，打破旧体古文、骈文、八股文的体式格调的严格界限，做到‘骈散一体’，把骈偶对仗、八股
排比与奇旬散行的古文句熔于一炉。
其四，文章的结构布局更成熟合理。
他在论及每一个议题时，常常列举一连串比喻和种种中西事例，广征博引，反复论证；行文起讫自由
，洋洋洒洒，‘纵笔所至不检束’，常为万言以上之长文。
但由于他善于营运布局，精于分段论述，常常在题目之下，分列小目，小目之下，又分项说明，做到
条理明晰，层次井然。
其五，除了专论外，梁启超还常写一些轻便灵活的短论，如随感、杂记、答读者问等。
梁启超从政治角度立论的直抒胸臆、洋洋洒洒的文学理论批评，特别是小说理论批评，开启了社会上
小说批评文章的开端。
当时许多人不仅从立论上模仿梁启超，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提升小说地位，而且还专从文体上模仿
梁启超，正如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传》中对其评价的那样：“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
、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奄奄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都能肆
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
” 随着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开始，文体变革首先以诗歌与议论性散文为开端，主要演变方向是
诗的散文化与散文的报章体化（即社会化和通俗化）。
梁启超认为，要改革诗体，“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并且要求借欧洲的意境理论和语句来
改革，如鲁迅写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就号召以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为参照系改造中国传
统诗歌。
诗体变革主要体现在语言形态上以“俗语”代替文言，在结构模式和叙述方式上以自由化代替格律化
。
在文体观念上，梁启超等人希望通过提高小说的文体地位和对政教功能的宣传来达到改良群治的目的
。
“它对改变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密切小说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文体变革实践上，主要是对不同于传统小说文体规范的外国小说的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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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生态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演变》中“文学理论批评”一词将“理论”与“批评”
合为一词，系基于传统文学理论皆与批评不可分割，批评所表达的对文学现象的观点实际就是一种文
学理论，文学理论是众多批评成果的集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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