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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中国文论的知识构成　　作为独立学术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发轫于中国近代审美思想
的转换及以现代教育体制为依托的文学学科的逐步确立，其间历经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转化过程。
西方美学思想对于中国传统审美意识的冲击固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一切变化都必然是以其内
在的转变为根本的，中国传统的文学理念与学术意识在吸纳西方“美学知识”与“学科范畴意识”的
基础上，最终才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及其独立学科的学术地位。
　　一、传统“词章”之学的学术定位　　传统中国的学术研究有其完全区别于西方的特定的思想背
景与学术谱系，历时2000余年的“经学”一直是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而存在的。
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学术的特定“知识”范型，并深刻影响着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学术规范、知
识形态以及民族文化心理与思维模式。
但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在清代中叶以前，其学术本身“政一学”一体的结构模式基本上没有根本性
的变化。
　　从总体上讲，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主要有汉学和宋学两大流脉，汉学重疏证，以此形成了后世“
语言”诸学科的基础；宋学重达意，从而构成了后世以“伦理”为核心的诸学科的雏形。
在整个中国传统学术的框架内，其实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作为学科的“文学”的独立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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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独立学术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发轫于中国近代审美思想的转换及以现代教育体制为依
托的文学学科的逐步确立，其间历经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转化过程。
西方美学思想对于中国传统审美意识的冲击固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一切变化都必然是以其内
在的转变为根本的，中国传统的文学理念与学术意识在吸纳西方“美学知识”与“学科范畴意识”的
基础上，最终才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及其独立学科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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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文学十二讲　　异曙梦著，汪馥泉译，北新书局，1931年7月初版　　该书是作者有关现代文
学诸多问题的专题演讲汇编，分十二个专题，各讲均分列目录和小标题。
第一讲“近代思想底种种相”按时间顺序回顾了西方从文艺复兴至社会主义的种种社会思潮的发展境
况及其突出特征与代表性人物，包括罗曼主义、世纪末的厌世文学、科学精神、个人主义、妇女问题
、机械的人生观、唯物史观等等。
第二讲“自然主义的精神底剖析”集中讨论自然主义思潮。
作者首先从自然主义的得名，区分了哲学上的自然主义、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和文艺上的自然主义。
然后剖析了19世纪末的丹加旦（decadent）倾向，即世纪末所发生的一种整体时代的颓废。
进而描述了现代人的生活境遇，如疲劳、都会病、官能的交错、审美感的变迁等等。
第三讲“挽近思想界底趋势”，作者认为，在20世纪泛起了新思想的曙光，这曙光就是非物质的倾向
，即“灵的觉醒”。
它表现在个人主义和唯心论倾向让科学破产，还有哲学上的实验主义、经验论和主观论以及民主思想
的勃兴。
第四讲“文艺上的拟古主义、罗曼主义、自然主义”集中介绍三种思潮从18世纪到20世纪的演变历程
及其代表性作家的创作。
第五讲“新罗曼主义文艺底勃兴”以新罗曼主义为中心探讨其与自然主义及印象主义的关系，包括丹
加旦艺术与印象主义、享乐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内在联系等。
第六讲“法国近代文学”主要介绍法国的拟古主义文学、象征派、前期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的反动期
等文学变迁，重点分析了梅特林和罗登巴哈的象征主义与神秘主义倾向。
第七讲“南欧文学”分三个部分介绍拟古主义及罗曼主义文学（但丁、贝脱拉尔加与波喀喳）、最近
的趋势（唐南遮、福伽柴洛）和西班牙文学概况（爱契伽拉伊）。
第八讲“德国近代文学”分拟古主义及罗曼主义时代、写实主义时代、自然主义时代、印象主义及象
征主义、乡土艺术时代等不同时期梳理德国文学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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