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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晓峰的博士论文经过认真修改后要出版了，我们都有一种收获的感觉。
她嘱我写序，我愉快地答应了。
2001年入学的时候，她在当年文艺学博士生中是最小的一位，看起来像个小姑娘。
慢慢熟悉之后，我的印象改变了，觉得她比实际年龄更为稳重、成熟。
她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到硕士，上的都是名牌学校，基础相当扎实， 整体文化素质好。
她学习勤奋刻苦、为人正直谦逊，善于同人相处。
在我眼里，在许多老师和同学眼里，她是个好学生。
但从一个好学生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科研能力的博士，成为一个年轻的学者，还需要不断磨炼，还需
要有一个艰苦努力的过程。
三年的博士生学习过程，她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并且取得了成功。
长期以来文艺学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大多偏重文学，很少选择与语言相关的论题。
晓峰却以《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互动关系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
她对同语言相关的论题情有独钟，固然同家学有关，从小受到研究语言的父亲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她
深刻认识到语言对文学的重要性，语言研究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特别是20世纪“语言学转向”对文
学研究的重要性。
尽管博士论文选题有相当大的难度，但她的选择正体现了年轻学者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勇气，也博得了
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们的一致肯定和赞扬，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让人眼前一亮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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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生在近现代文化转型期的语文变革是中国现代性追求的重要一步，它们不仅完成了语言和文学自身
的蜕变，实现了传统语言文学向现代语言文学的转型，而且成为了整个个文化现代性追求的起点和先
导。
因此，研究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互动关系不仅町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汉语、新文学、新文化
以及现代性追求的历史发展进程，也能提供思考和解决语言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本书从历史、个案、理论三个角度，深入细致地考察了1917—1921年期间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联合
的历史必然性、两大运动互动的方式和成果，以及两大运动对于现代文化转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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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绪论第一章  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互动关系的历史研究  第一节  自由开放的时代氛围  第二节  国语
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历史演进    一、从早期音标文字运动到国语运动    二、从早期白话文运动到文学革
命    三、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联合    四、联合时期的三次重要论争    附录：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纪
年表（1915—1921）  第三节  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联合的历史必然    一、共同点    二、分殊点第二章  
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互动关系的个案研究  第一节  理论个案一：胡适的“十字纲领”    一、“文学”
和“国语的文学”    二、“国语”和“文学的国语”  第二节  理论个案二：钱玄同的语文改革理论    
一、“音本位”的原则：文字改革理论    二、“统一”的辩证法：语言改革理论  第三节  实践个案一
：鲁迅的《狂人日记》    一、文本的语言学分析    二、文本的超语言学分析    三、文本形式的意义  第
四节  实践个案二：四种国语文教科书    一、早期国语文教学改革的推进    二、国语文教科书的选材和
编排第三章  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  第一节  国语运动对新文学的影响    一、对新文
学文体的影响    二、对新文学主体的影响    三、对新文学研究的影响  第二节  文学革命对国语的影响    
一、对整合语言要素的影响    二、对建构语言体系的影响    三、对更新语言意识的影响  第三节  语文
变革对文化转型的影响    一、语文变革影响文化转型的意识    二、语文变革影响文化转型的途径    三
、语文变革影响文化转型的结果余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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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上说，文学和语言的关系研究可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静态的， 一种是动态的。
以往对“文学语言”的研究主要是一种静态的研究，它关注的是文学语言区别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
而具有的审美性问题。
西方二十世纪“语言论转向”中的很多文学理论也是静态研究的结果，它们关注的是语言和文学研究
方法上的共享性， 特别是语言学研究方法对文学研究的辐射。
这两类研究关注点虽然不同，但研究对象都是文学和语言的静态产品——作品或者方法。
而且，稍加辨析就会发现，这类研究虽然名为文学研究，但都是以语言学为立足点，是语言学研究的
分支或延伸。
因为，在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中它们突出的是语言的核心或主导地位。
因此在静态研究之外，还可以也应该建立-种动态研究。
语言和文学是历史的发展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常常以鲜明的方式表
现出来。
这种动态关系是理论研究应该注意的。
从理论研究视角出发对语言和文学的动态关系加以考察，应当有别于文学史研究和语言史研究，这意
味着研究中必须始终贯穿一种理论的思考—— 语言的变革在文学及其发展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
反之，文学的变革在语言的发展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当然，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并非互不关联。
首先，静态研究的历史较长，有很多认识和结论是动态研究可以运用和借鉴的。
其次，动态研究的结果，需与静态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由此揭示出文学和语言关系的最基本规律。
因此，动态研究既要借鉴静态研究的成果，又要开拓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史论互补揭示出文学和语言
基本关系的更多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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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互动关系研究》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该课题就其性质而言属于文学和语言学跨域研究，是我一直关注的领域。
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作为一个基本论题，看似简单实则复杂。
以往关于二者的关系人们多从静态角度考察，对二者表层关系的揭示比较多。
然而只此一面显然是不够的，语言和文学之间动态的和深层的关系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本书对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中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这两大事件的关系予以考察，试图通过对这一典型个
案的观察和分析，触及语言和文学关系的另一面，为这一论题的深入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对于语言和文学关系的思考来说，本文既算不上一种开始，更不是一种结束，后续的和相关的研究还
有很多很多；但对于我本人而言，本书的出版大概算是学术道路上的一个分号、一次小结，今后我还
会继续关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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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五四文学革命从根本上说是语言的革命。
当然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关系，并不完全等于文学和语言的关系，但是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互动关
系的研究，不仅对于研究五四新文学运动至关重要，是研究新文学运动的一条合乎学术内在理路的正
途，对于从史论结合的角度深入思考文学和语言关系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程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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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对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中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这两大事件的关系予以考察，试
图通过对这一典型个案的观察和分析，触及语言和文学关系的另一面，为这一论题的深入做一些基础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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