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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肇始与分流：1917-1920的新文学》不是一部“大”而“全”的文学史，而是围绕着“深”与“
新”的轴线，对新文学发生期最初几年的理论肇始和代表人物进行了梳理和研究，通过细读胡适、陈
独秀、周作人和鲁迅等人的理论主张及创作实践，确认了中国新文学在最初几年的创建中，便选定“
文学为人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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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玉琴，女，出生于山东肖济南市。
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古典诗学的研究工作。
　　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文学研究》、《学术月刊》、《文史哲》、《江西社会
科学》、《齐鲁学刊》、《学术研究》、《南方文坛》以及《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
论文五十余篇。
出版专著或合著三部，另创作、发表诗歌、散文、随笔等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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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上编第一章 导论一 对文学史重写的再思考二 1917－1920：“重写”的学理基点三 相关
概念与写作方法的说明第二章 《新青年》与新文学第一节 《新青年》：一份影响深远的刊物一 依仗
实力：从上海迁往北京二 大权独握：一份“私人”刊物第二节 从“新青年”到“新人”一 “新青年
”：何种范式的人二 “种”的退化与“人”的重塑三 “新人”：人性与兽性的合一第三章 陈独秀文
学思想的来源第一节 法国启蒙思想与文学观念一 面向法国：接受与传播二 面向文学：准则的由来与
形成第二节 “进化论”与文学史观一 接受“进化”：过于偏至的理论武器二 解读“革命”：迂回地
切入文学本体三 解读“文学”：思潮意义大于文本价值四 解读“通俗”：弃“神”而重“人”第四
章 彷徨与抉择第一节 奠基期的理论分歧与选择- 1917－1920：理论的发轫、探讨及初步形成二 “革命
”大旗下的两大“改良”派系三 学术还是政治：文学改良意见的分歧四 阵营的分裂：为人生派与为
艺术派第二节 国民文学与“国民性”一 创作范式：国民文学二 围绕“国民性”的两种创作三 最后抉
择：文学大众化第三节 从“人的文学”到“平民文学”一 “富贵的人”：一种反人道主义的划分二 
平民与人：一个假设的价值等同第五章 反思与检讨第一节 “人”与“非人”：本体论上的一次认识
失误一 悖论：个人主义与群体本位主义二 “人”的发现：农民与工人三 误读：文学价值与“阶层”
第二节 对前期理论的检讨一 文学革命转向政治、文化革命二 文学无目的性与贵族精神三 整理国故与
重提易卜生主义下编第六章 关于“新文学”第一节 诞生与发展一 考证“新文学”一词二 新文学、新
文学史的确立三 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第二节 演变及特征一 由朦胧、含混到明晰、确立二 偏离与回归
“新文学”三 “新”的含混中共同使用的称谓第七章 放弃与皈依第一节 一个最为费解的文学“符号
”一 依附于狭义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二 现实主义的发生与传播三 超越文学：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
第二节 从西欧到苏俄：对批判现实主义的追随一 关注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二 《小说月报》、《新
青年》介绍的作家、诗人第三节 皈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 “两代”作家的碰撞二 转向：茅盾与前期
创造社三 犹豫与接受：鲁迅与“革命文学”四 认可“唯物史观”的内在契机第八章 继承与错位第一
节 直线奔跑的现实主义一 人生与人生观改造二 进化论与正确的世界观三 阶级论与现实主义第二节 两
套不同的话语：胡风与鲁迅一 胡风：独尊世界“进步文艺”传统二 鲁迅：从未独尊现实主义第三节 
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再认识一 评估：“左翼”的理论体系二 理论文本：现代与反现代第九章 鲁迅与
易卜生第一节 《国民公敌》与“反庸众”思想一 选择《国民公敌》二 “少数人”与“多数派”三 “
独异”与“庸众”四 平常人·国民性·其他第二节 《狂人日记》与《国民公敌》- 1906－1909：最喜
欢的作家易卜生二 故事、人物及结局三 从欧洲的“勇士”到中国的“狂人”第十章 鲁迅与尼采第一
节 “狂人”与“超人”：两种不同的文化喻体一 “狂人”：新文学中的一个“原型”二 “超人”思
想与鲁迅的小说三 “狂人”：中国化的“超人”第二节 “摩罗”精神：新文学的起点一 魏连殳：另
一个“狂人”形象二 求缺不求圆的美学风格参考文献索引／261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肇始与分流>>

章节摘录

　　在《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中，他认为把文学中的“人”分为“贵族的”与“平民的”的做法是
不妥当的。
他说：“文艺上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人讨论过，大都以为平民的最好，贵族的
是全坏的。
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想，现在却觉得有点怀疑。
”①怀疑的原因是“离开了实际的社会问题，只就文艺上说，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
不能指定谁是谁非”。
周作人否定“贵族的”与“平民的”孰是孰非，实际主要还是反对“两种阶级”的划分。
他说：“拿了社会阶级上的贵族与平民这两个称号，照着本义移用到文学上来，想划分两种阶级的作
品，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即使如我先前在《平民文学》一篇文里，用普遍与真挚两个条件，去做区分平民的与贵族的文学的标
准，也觉得不很妥当。
我觉得古代的贵族文学里并不缺乏真挚的作品，而真挚的作品便自有普遍的可能性，不论思想与形式
如何。
我现在的意见，以为在文艺上可以假定有贵族的与平民的这两种精神，但只是对于人生的两种态度，
是人类共通的，并不专属于某一阶级，虽然他的分布最初与经济状况有关。
”进而，他在文中把“平民的精神”，总结为“求生意志”；把“贵族的精神”概述为“求腾意志”
，并说：“我不相信某一时代的某一倾向可以作文艺上永久的模范，但我相信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
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
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据，但如没有求腾意志叫人努力的去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则适应的生存
容易是退化的而非进化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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