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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有关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文学、电影与文化的研究，按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四篇文章，是讲清末“革命”话语的；第二部分的三篇探讨民国初期报纸副刊与文学杂
志的政治文化；第三部分的三篇关于中国早期电影与都市文化；第四部分讨论的是文学文本、类型与
文学主体，最后两篇是谈张爱玲的，涉及1940年代欧美现代主义与本土文化的接受和挪用等问题。
第一篇文章原是2005年夏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研究所作的报告，谈到自己怎么开始“革命”话语
研究的，我想那一方面是在海外，得益于那种乡愁中的距离感，另一方面我对文本辨证的兴趣则受赐
于过去在大陆的学术训练。
当然也谈到福柯了，勾起在美国学院最初与文化理论遭遇的惊喜和困惑，其实那时的北美学界对于福
柯几乎是一面倒，只是近些年对他有了更多的批评，有更清晰的认识。
那篇文章除了回顾，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那时正在继续茅盾早期小说的研究，触及19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争论，却发现“革命”已经铺天
盖地，巨浪滔天。
随着北伐战争军事上的胜利，“三民主义革命”仿佛继人大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在这情势下，共产党人转入地下，以文学为战场争夺“革命”主权，“左联”的产生意味着反抗力量
在理论和策略上的整合。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型过程中，话语语码随之变化，“五四”的反偶像传统转向党派
和群众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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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收入作者近年来部分重要论文，冠
名以“从革命到共和”，乃取自张灏先生“转型时代”的概念，即自清末到民国，知识群体互争雄长
，推动思想潮流，建构公共空间，而报刊杂志等传媒则起了关键作用。
　　第一辑以孙中山、梁启超为例，探讨晚清“革命”话语的理论与实践，而关于拿破仑一文则揭示
大众传媒的兴起导致“革命”价值的接受出现某种转折；第二辑探讨民国时期的都市通俗文学与报刊
杂志等大众传媒的政治关系，强调“通俗”（即“鸳鸯蝴蝶派”）文学不仅在大众启蒙及打造时尚等
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也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切入都市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共和”宪政的自由与民主理
念；第三辑讨论中国早期电影与都市文化的共生关系；第四辑讨论的是文学文本，类型和文学主题，
涉及欧美现代主义与本土文化的接受与挪用等问题。
　　论文大多以个案出发，与海内外对于民国时期报纸期刊的研究新潮相呼应，更着重文学文本的研
读，在思想史、文学史、文化史之间“跨界”，回到历史场景，重现其错综复杂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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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建华，生于上海。
1988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2002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博士。
1989-199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作访问学者。
曾任教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美国欧柏林学院，今执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发表专著《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与季欧
梵合著）、《“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
展开，1927-1931》、《帝制末与世纪末——中国文学文化考论》，及文学创作《陈建华诗选》、《去
年夏天在纽约》、《乱世萨克斯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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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革命话语与文学革命“革命”话语的转型与“话语”的革命转型——从清末到1920年代末孙中山“革
命”话语与东西方政治文化考辨——关于“革命”的历史化与“后设”诠释问题民族“想象”的魔力
——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拿破仑与晚清“小说界革命”——从《泰西新史揽要》到《
泰西历史演义》报刊杂志与政治文化《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的批评功能共和宪政
与家国想象——周瘦鹃与《申报·自由谈》，1921-192619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
空间的转型——以文学杂志“通信”与“谈话会”栏目为例文学、电影与都市文化中国电影批评的先
驱——周瘦鹃《影戏话》读解格里菲斯与中国电影的兴起——1920年代通俗文学与电影的整合及其文
化政治殷明珠与1920年代初好莱坞明星文化文本、文学主体与欧美现代主义现代文学的主体形成——
以周瘦鹃《九华帐里》为中心质疑理性、反讽自我——张爱玲《传奇》与奇幻小说现代性张爱玲与塞
尚——1940年代的“写实”与“超写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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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围攻中，鲁迅的“醉眼”被大做文章，被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而加以批判，讥讽他已成为过气
大佬，不能“认识”当前“革命文学”的“突变”的形势，跟不上时代。
李初梨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c的乱舞》一文中，以“鲁迅的社会认识的盲目”为小标题，即
抓住这一点做文章。
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说：“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
坠人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
”这本是针对李初梨的把“艺术的武器”当作“武器的艺术”的说法，讽刺创造社新秀们沉溺于理论
，将之作为行动的“幻影”。
李初梨则搬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话，“不把普罗列塔利亚奥伏赫变，哲学决不能实
现，没有哲学的实现，普罗列塔利亚自身也不能奥伏赫变”。
表示意识自身的突变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并声称鲁迅由于“不能认识这种意识争
斗的重要性及其实践性”，他的“骂法”是他的“头脑的昏乱”的产物，“毫无现实的意义”，因此
算不得“武器的艺术”。
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提到“奥伏赫变”这个词意谓“除掉”，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
难写”。
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一文就针对鲁迅的“不解”而专门解说“奥伏赫变”之义。
说他们之所以使用“奥伏赫变”，因其在德语中内涵极其丰富，难以用某一译名表达，于是他在马克
思主义的图谱中分梳此词的意义，说“奥伏赫变”指社会变革的过程，“这种过程在意德沃罗基的战
野上也是一样。
因为意德沃罗基是现实的社会底反映”。
彭康这番解释天花乱坠，极卖弄理论之能事，不过也引经据典，有板有眼，也显示了这帮后进小子不
可小觑。
文中对鲁迅的“理论的无知”加以嘲笑：“以上本是极端简单的叙述，而我们的文艺家鲁迅竟没有理
解，以‘除掉’两字将‘奥伏赫变’底重要意义‘除掉’了。
但是‘除掉’了以后，还留着一个对于理论的无知没有‘除掉’。
”从大方向说，鲁迅同他的论敌们并无根本歧异，但在论战中不仅表现出他和新生力量之间在理论语
言上的“代沟”，也体现了他的吊诡。
对他来说，“革命”不能代替文学，在这方面他是坚守着“现代主义”和“自由思想”（钱杏邨语）
的信念的。
因此当他回答论敌说“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时，听似负气之词，却也是“个人”立场的负隅顽
抗，更显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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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是有关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文学、电影与文
化的研究，按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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