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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是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地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项目，共两辑。
第一辑七种，分别是《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南社、台湾栎社
以及施蛰存、刘呐鸥等文人为核心的文学团体。
由我和丁帆教授联袂主编。
2006年完成。
最初计划远不止七种，因为教育部要在规定期限内检查成果，于是将已经定稿的著作编成第一辑，由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第二辑八种著述基本延续了第一辑包罗万象的风格，既有新月社、狂飙社、以《七月》《希望》为中
心的胡风派文艺社团、延安地区的文艺社团、台湾创世纪社，也有台湾一厦门的菽庄诗社、以《东方
杂志》为中心的宋诗派诗人群体等等，还有当代文学史上的“探索者”冤案。
其实，即使新加了这八种研究成果，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的课题还远远没有穷尽，因此我们仍须努力
，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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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燕芬（Zhou Yanfen）
出生年月：1963年4月
毕业院校：华中师范大学（2002）
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位：博士
职称：教授、硕士生导师
学术兼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学术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风格、社团流派研究，胡风和七月派研究，当代陕西作家作品研究
，并从事当代文学批评。

学习、工作经历：
1985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
1992年西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
1995年7月至今，在西北大学文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2002年6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
2003年至2005年在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研究。

代表著作：
1.《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中华书局2003年8月。

2.《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合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7月。

3.《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发展史》(合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

4.《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合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

代表论文:
1. 《多元融合与创造性转换——胡风文艺思想构成解析》，《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2．《七月派的救亡姿态与启蒙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

3．《文学流派与经典营构——以“七月派”为例》，《人文杂志》2004年第4期。

4．《个性的张扬与现代文学风格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5．《从流派的构成看七月派的存在形式与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主持重要课题：
1．当代陕西作家作品研究，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课题，2002—2006。

2．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基金项目，2004—2006。

3．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社
团流派史”之子项目，200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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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2002．11 参加台湾历史文学学会主办的“海峡两岸历史文学与戏剧的交响”学术研讨会。

2004．1 参加汕头召开的全球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4．9 参加徐州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理事会。

获奖情况：
1．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5）。

2．陕西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6）。

3．陕西省第五次（1993—1996）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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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第一章缘起——左联与七月社关系之研究一、左联及其内部斗争的缘起二、雪峰派。
胡风派．鲁迅派三、胡风——左联阵营中的另类四、“两个口号”论争与盟派的浮出第二章七月社及
相关社团一、背景：巨星陨落，战火纷起二、《七月》的由来与流变过程三、《七月》的构成——同
人、半同人与“初来者”四、七月社的构成形式与社团特征五、《七月&gt;停刊后的《诗垦地》与平
原诗社第三章希望社及相关社团一、背景：抗战从“兴奋”到“沉炼”二、南天出版社和《七月诗丛
》、《七月文丛》三、《希望》和希望出版社四、《七月》到《希望》一社团队伍的分化与重组五、
希望社社团特征以?摩擦与对抗的产生六、《希望》终刊后的其他社团活动第四章“胡风集团”一、胡
风的寂寞与挣扎二、舒芜‘倒戈”与学界公案三、文坛宿怨与政治清算四、文学社团到“胡风集团”
附录一参考文献附录二相关期刊和丛书目录一、《七月》目录（共35期）二、《希望》目录（共8期）
三、《诗垦地》目录（1至6辑）四、《诗垦地》副刊目录（共25期）五、《呼吸》目录（1至3期）六
、《泥土》目录（1至7辑）七、《蚂蚁小集》目录（1至6辑）八、《起点》目录（1至2期）九、《七
月诗丛》《七月文丛》和《七月新丛》附录三胡风相关社团编年大事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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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周燕芬编著的《因缘际会——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主要内容：《中国现代文学
社团史研究书系》是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地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共两
辑。
第一辑七种，分别是《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南社、台湾栎社
以及施蛰存、刘呐鸥等文人为核心的文学团体。
由我和丁帆教授联袂主编。
2006年完成。
最初计划远不止七种，因为教育部要在规定期限内检查成果，于是将已经定稿的著作编成第一辑，由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第二辑八种著述基本延续了第一辑包罗万象的风格，既有新月社、狂飙社、以《七月》《希望》为中
心的胡风派文艺社团、延安地区的文艺社团、台湾创世纪社，也有台湾一厦门的菽庄诗社、以《东方
杂志》为中心的宋诗派诗人群体等等，还有当代文学史上的“探索者”冤案。
其实，即使新加了这八种研究成果，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的课题还远远没有穷尽，因此我们仍须努力
，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因缘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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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