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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选，乃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论文(1917&mdash;1949)。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文学本体论、中篇文学文体论和下篇文学创作谈与作品论。
上篇含5单元30篇，中篇含4单元25篇，下篇含8篇。
 每单元前有一介绍，正文后有&ldquo;注释&rdquo;&ldquo;导读&rdquo;和&ldquo;链接&rdquo;；本书选
文一般选自初刊本、初版本或权威的全集、文集；每单元前的介绍，主要是介绍该单元文论产生的时
代背景和文化特征以及单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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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思和，1954年生于上海，原籍广东番禺。
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
会副会长等。
代表性著作有《陈思和自选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巴金图传》《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等。
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波恩大学以及香港岭南大
学等担任访问研究员或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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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凡例上篇 文学本体论一 文学观念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宣言新文学之使
命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mdash;&mdash;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文学的美文学与人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二 文学思潮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mdash;&mdash;
一九二○年十一月在北京师范学校及协和医学校所讲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批评与梦现代中国文学
之浪漫的趋势关于革命文学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三 文学论争评提倡新文化者论&ldquo;海派&rdquo;
论民族形式问题(节选)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自由主义与文艺四 文学与语言建设的文学革命
论怎样做白话文鬼门关以外的战争门外文谈五 文学的雅俗论《啼笑因缘》序言谈侦探小说通俗文学运
动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论雅俗共赏中篇 文学文体论一 小说论短篇小说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
达&mdash;&mdash;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演谈中国小说谈写实的小说与第一
人称写法论情调二 诗歌谈新诗&mdash;&mdash;八年来一件大事诗的格律望舒诗论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
发达谈诗(节选)新诗问答《中国新文学大系&middot;诗集》导言诗论(节选)新诗现代
化&mdash;&mdash;新传统的寻求三 散文美文絮语散文小品文的危机《中国新文学大系&middot;散文二
集》导言报告文学简论四 戏剧与电影戏剧改良各面观我的中国旧戏观《少奶奶的扇子》改译序录影片
艺术论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权势与荣誉》的叙述法及其他下篇 文学创作谈与作品论《呐喊》自
序《女神》之时代精神习作选集代序《雷雨》序爱情的三部曲&mdash;&mdash;巴金先生作论张爱玲的
小说论赵树理的创作穆旦论作者小传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现代文论选>>

章节摘录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
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
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
没有份儿的。
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
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
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
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
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
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象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
不象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
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
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
，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
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
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
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
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
旧来的标准与尺度。
“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
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
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
　　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
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
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著述体了
。
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
争取群众。
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
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
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的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
。
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
获得广大的群众。
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
就成为一种传统了。
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
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
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
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
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
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
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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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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