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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英文原著是根据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删节改编而成，论文于1970年
写完，书于1973年出版，距今已有三十多年，早已成了明日黄花了。
承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各位同行学者不弃，早在七十年代即有人分章摘译，尤其是内中的郁达
夫和徐志摩部分，但因种种原因，此书的中译本一直未能面世。
在此要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宏志教授，在他百忙之中重新组织了一个“翻译班子”把全书译了
出来，并交由陈子善先生安排出版，令我不胜荣幸。
但也有点汗颜，总觉得这本旧作早已过时，不值得重读，又没有用任何文学理论，当时全是闭门造车
的成果。
我的指导教授史华慈对我特别爱护，论文照章全收，而另一位导师费正清教授则仅建议我把原来的一
千余页的论文删减一半始能出版。
如今这两位恩师皆已作古，我也刚从哈佛的教职退休，非但整个世界变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浪潮
早已席卷一切——而且文学研究的学术典范也变了：文学研究和文本细读已被摈弃，代之而起的是“
文化研究”；然而，对我而言，文学仍然是历史的一部分（或可谓是历史的“表征”），而历史也依
然蕴藏于文学之中，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在中国的文化脉络中尤其如此（这是否是文化研究，
暂且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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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文化运动还没有火热展开的时候，林纾、苏曼殊已经为中国现代文学播撒下浪漫的种子。
做普罗米修斯似的英雄，还是做维特似的多愁善感的才子，这样的情感始终纠结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
漫派身上，无论是郁达夫、徐志摩，还是郭沫若、蒋光慈、萧军都没有摆脱这种心结。
李欧梵先生出文入史，复原了一幅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化地图，树立了几个显著的地标，作家本人私
生活之零珠碎玉也串缀其间，于杳然逝去的浪漫风声中泠泠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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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欧梵，哈佛大学教授，1939年生于河南，后随家迁台湾。
1970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专攻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著有中英文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铁屋中的呐喊》、《西
潮的彼岸》、《浪漫之余》、《中西文学的徊想》、《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现代性的追求
》、《上海摩登》，随笔集《狐狸洞话语》、《世纪末的沉思》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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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文人与中国社会　第十三章　情感的旅程　第十四章　浪漫主义传统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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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学界的出现1917年2月1日，陈独秀在他的《新青年》杂志中首次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
随之发生的已是今日广为人知的历史。
早期由陈独秀、胡适及钱玄同组成的“文学革命军”，成功地把论战的矛头指向一个不太难对付的敌
人（文言文），白话文逐渐在全国应用，文学杂志纷纷涌现，而所谓的“新文学”也正式形成。
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前，上海的出版业至少已有20年的历史。
要为“文学革命”这一部精彩剧目（也许可以算是“五四运动”最辉煌的一面以及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找到合适的背景，就必须首先了解上海的出版市场，还有它的前驱一报业。
通商口岸的文学报刊自唐代以来，中国就有一种形式不一的官方报纸，在京师范围传布皇令和朝政。
晚清期间，特别是19世纪的最后10年，在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傅兰雅（JohnFryer）及李佳白
（GilbertReid）等传教士的建议下，还出版了一些非官方和半官方的报纸。
这些在北京的刊物，通常为有志改革的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提供了发表政见和议论的现成渠道，因此
偶尔会遭到朝廷取缔。
而在发展中国的非官方报纸方面，西方传教士也担任了开拓者的角色。
1815年，马礼逊（RobertMorrison）在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gine）
，开创了民报出版的先河。
此后，19世纪后期，通商口岸的外语报章和杂志数量激增；1850年创办、广受欢迎的《北华捷报》
（NorthChinaHerald），标志着这一发展的巅峰。
为此，上海成为首批目睹中国报业在西方传教士及新闻从业员指导下起步的城市之一。
1870年，王韬在香港成功开拓了中文报业。
在上海，《申报》（1872年创立）和《新闻报》（1893年创立）是世纪转折之际最著名的两份报纸，
而两者在初期都是由外国资金所支持的。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可说是最先把报纸作为逐步灌输新思想及推动社会和政治
变革的最强有力的媒介。
但他可不是孤军作战的。
1904年，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狄楚青创办了《时报》。
1905年，当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对华工待遇不平等的法案时，《时报》在发起抵制美货的运动中担当了
重要的角色。
在辛亥革命蓄势待发之际，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加入梁启超和狄楚青的队伍。
章炳麟在上海主编了著名的《苏报》。
1903年，当他和别的编辑被捕入狱后，其他成员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苏曼殊就曾为这份报纸撰稿
。
另一位革命者于右任则先后发行了四份报纸，包括寿命很短的《神州日报》。
随着民国成立，更多报纸加入这一行列，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平洋报》。
这些通商口岸的报章并不仅仅是政治武器，它们也为世纪转折后逐渐产生的一种新的大众文学提供了
繁殖的温床。
自民报的起步阶段，在新闻中加插诗歌或者对当地风俗及戏剧的闲论以增添趣味，已成为办报的一个
常用手段。
1897年，上海一份报纸创办了一份特别的附刊，名为《消闲报》，自此引入文学副刊，并且迅速成为
所有主要报章的固定栏目。
随着市场对文学副刊的需求增大，一些较富创业精神的新闻工作者开始出版独立的杂志，而这些杂志
实际上就是从报纸中脱离出来，并增加了内容的文学副刊。
1897年，李宝嘉（伯元）创办《游戏报》，随后出现更多同类的杂志。
新的“大众文学”就是在这些文学副刊与“小报”中成长、兴旺的。
担任编辑的是一群可以被称为“报刊文人”的人，他们对西方文学和外语略有认识，但却有着更为坚
实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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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刊物的特色是充斥着过量的假翻译和诗歌，还有那些宣称要唤醒民众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但同时
也以提供娱乐为目的的文章。
大众文学杂志的构思以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幌子，无疑都来自梁启超。
梁氏在1903年创办了深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并以发刊词的形式刊登了他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
之关系》。
借着援引西方事例，他坚称小说在更新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宗教及道德状况方面，起了决定性的
作用。
《新小说》的内容是一个有趣的混合体，包括带有政治及社会信息的小说、剧本、诗歌、歌曲，以及
一些质量参差的西方科幻小说和侦探故事的译本。
杂志以托尔斯泰、雨果、拜伦、雪莱、歌德、席勒、梅特林克，还有波兰浪漫派作家亨利克·显克微
支（1846-1916）的肖像做封面，但是却从未翻译过他们的作品。
林纾后来就是在这本重要的杂志上发表他所翻译的哈葛特小说的，而一些才华横溢的通商口岸“报刊
文人”也在这里初试啼声。
吴沃尧（趼人）也许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写了一部出色的社会政治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
而双周刊《绣像小说》的主编李宝嘉，不但凭着《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及《活地狱》等大受
欢迎的连载小说，把传统讽刺故事推向完美，同时还涉足翻译工作和介绍西方通俗历史，如他的《泰
西历史演义》（“演义”是在传统侠义或历史小说题目中常见的用词）。
还有一位是周桂笙，他与吴沃尧合作主编了《月月小说》，同时也是一位翻译界的先驱，译作包括：
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天方夜谭》以及《伊索寓言》。
这些作家为了如期交稿和赚钱，不惜粗制滥造。
假如发现一本杂志的编辑同时也是某一期内每一篇作品的作者，是完全不足为奇的。
他们的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包括城市人口中识字与半识字的人。
“报刊文人”以及他们那创新而独特的通商口岸文学报刊的流行，代表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现
象，就是：在现代白话文文学随着“文学革命”出现之前，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已经取道报业的
后门，偷偷潜入通商口岸的文学界。
随报附送的或是独立的文学副刊数量大幅上升，读者群不断扩大，为“五四”时期从事新文学的人开
拓了一个市场。
而且，这些通商口岸的“报刊文人”在他们艰苦的谋生过程中，同时建立了一个新的行业。
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了把从事文学作为一项职业不但可行，而且能够获利。
至于进一步确立：作为文人不但有利可图，而且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传统，则有待他们的“五四”承
继者了。
五四”时期的报业与文学当陈独秀说服一位上海出版商赞助他的新杂志时，大部分的文学副刊仍然为
“记者文人”所操控。
在民国的头十年里，他们所写的那一类最流行的大众文学，已经从社会政治的改良主义退化为一种后
来被称为“鸳鸯蝴蝶一礼拜六派”的小说。
上海的三份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它们的文学副刊都由鸳鸯蝴蝶派文人主编，
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枕亚和包天笑等。
他们那些“才子会佳人”的故事，要和侦探小说、假翻译以及出自其他“报刊文人”笔下的哀情小说
竞夺公众注意和流行度。
刊登这类哀情小说的还有《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世界》、《绣像小说》和《小说时报》
等大量半文学杂志。
它们的发行量都很大，要和这些地位稳固的刊物竞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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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很高兴李欧梵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译本终于面世了。
欧梵先生时常说这是他的“少作”。
无独有偶，中译本里郁达夫的两章，其实也是我的“少译”，那是我念大学时（啊！
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翻译课上的自选长篇习作。
当时确实很喜欢这本书。
除了自身正在经历“浪漫”的阶段外，更因为自从中学以来所读过的新文学史论著太不浪漫了，硬邦
邦的政治规条把新文学史描写成铁板一块、千篇一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论述，不单沉闷，更无法展
示新文学发展的真貌。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竟然从林纾、苏曼殊说起，一直到郁达夫、徐志摩，都是那时候国内的
新文学史著要隐埋或批评的对象；就是那些“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萧军、萧红的讨论也是那么的
新颖新鲜，所以，读这本书时是深深感到震撼的。
当时特别喜爱郁达夫，大概年轻人总经历过这种“强说愁”的日子，从中学开始便把郁达夫的作品认
真地看了，其中特别爱读的是他的旧体诗词，有一段日子更能背诵如流，以为更胜唐宋的名作，所以
挑选了这两章来翻译。
时常听见人说，有些学者一生写得最好的书便是他／她的博士论文。
这好像是出于讽刺，但当中也有道理。
试想，入行教书后，哪里还能够像在写论文阶段那样全心全意，把好几年的时间精力全投入在一个课
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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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仍然是我个人心爱的一本著作，因为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竞然走火人魔，不知不觉地也步
“五四”先人——特别是徐志摩——的后尘，开始浪漫起来。
　　——李欧梵（本书作者）李欧梵教授多年以前就以“浪漫的一代”含括“五四”各等维新人物。
他们以大胆的言行，激进的姿态，表达与传统决裂的决·心，而以自我的建立作为奋斗的目标。
　　——王德威（哈佛大学教授）这本由一位从思想史训练出身，又酷爱文学、重视理论的欧梵先生
写来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既重资料，也长于分析，不重花巧，没有虚言，在某种程度上
来说，今天还起着典范的作用。
　　——王宏志（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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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编辑推荐：费正清、史华慈推荐出版。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李欧梵成名作。
苏曼殊、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蒋光慈、萧军。
浪漫不仅属于那些人也属于那个时代。
绝囿于门户之见，浪漫于文史之问。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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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