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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是国内规模最大、资料最全、内容最系统的一套中国现代文学
史汇编。
丛书收录国家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研究成果，由最权威的学者
，穷数年心力，从浩如烟海的文献、笔记、访谈、作品中，筛选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汇编为重要作
家的研究资料，重要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和思潮的研究资料，以及包括文学期刊目录，主要报纸文艺
副刊目录等在内的文学书刊资料三个系列，全套丛书共一百余种，现由本社出版发行，以期嘉惠学林
，传诸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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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文炳，笔名废名，我国现代作家。
《中国文学史资料合编（现代卷）：冯文炳研究资料》分生平资料，创作自述，文学主张，研究论文
选择，著作年表，著作目录，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等几个部分，全面收集了冯文炳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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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品目录(三) 未出版的打印稿、教材目录第七辑 冯文炳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冯文炳研究资料目录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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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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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22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课外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阅读文艺书籍和报刊，并开始练习写作。
这年10月，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初次发表了《冬夜》和《小孩》两首新诗，取材于现实生活
中平凡的人和事，生活气息浓厚，格调清新朴实，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倾向。
预科两年结业后，转入北大英国文学系读书。
在此期间，他借助外文阅读了外国文学作品，有春天来了的感觉，启迪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兴趣。
他从外国文学学会写小说。
1922年，周作人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出版，他读了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作品，如《乡愁》、《
金鱼》，深深地感着“中国人的悲哀”，对现实生活中的“卑贱者”，寄予深切同情，对封建军阀黑
暗统治不满。
他的小说《讲究的信封》，写北大学生参加请愿，抗议军阀政府被打的事，分明透露作者对旧势力不
满的心境和反封建的政治倾向。
在文艺上，凡是本着悲哀或同情而表现卑贱者的作品，他都喜欢。
他看了显克微支的《乐人杨珂》、梭罗古勃的《微笑》，“仿佛自己就是杨珂，就是格里沙”；读了
鲁迅的《孔乙己》，在产生一种阴暗而深重的感觉之后，又逐渐地“清醒”起来。
文艺视野的扩大，打开了他创作的闸门。
从1922年开始，他以冯文炳的名字，在《语丝》周刊、《晨报副镌》和《浅草》季刊上，陆续地发表
了小说、散文等作品。
他是《语丝》社一个成员。
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中大部分作品就是这时期的产物。
这些作品风格平淡朴讷，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他被文坛誉为新文学初期的乡土小说家。
1925年4月，他在《语丝》周刊上开始发表长篇小说《桥》之一章，此后又陆续发表一些章节，到1932
年，时隔十年之久，才结集成书由上海美成印刷公司出版，被人讥为“十年造桥”。
但是，他在十年之内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这表明他创作态度十分严谨，艺术上精益求精，比较成熟
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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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接受编写这本研究资料的时间不算迟，大约在1980年9月黄山会议结束后不久，任务就落实了，但着
手编辑工作是在1981年下半年。
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这本资料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
这本资料共分七辑：第一辑：冯文炳生平资料。
收录编者编写的《冯文炳传略》、《冯文炳文学活动年表》以及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关冯文炳生平
思想的文章十七篇。
力图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冯文炳生平思想和文学活动情况。
第二辑：冯文炳谈自己的创作。
收集了冯文炳为自己的著作撰写的序文、前记以及谈自己的创作体会的文章九篇。
这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冯文炳的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第三辑：冯文炳的文学主张。
主要收录了冯文炳谈新诗、美学、鲁迅研究和艺术形式的文章十一篇。
有些旨在分析别人创作的问题而较少涉及理论的文章，这里未作收录。
第四辑：冯文炳研究论文选编。
迭收了国内外冯文炳研究论文（包括现代文学史有关章节）二十九篇。
计1925年至1949年十六篇，1949年至1983年十篇，港台三篇。
从中可以窥察冯文炳研究的线索。
过去研究冯文炳的论文不多，所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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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史资料合编(现代卷):冯文炳研究资料》：《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是国内规模最
大、资料最全、内容最系统的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汇编。
丛书收录国家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研究成果，由最权威的学者
，穷数年心力，从浩如烟海的文献、笔记、访谈、作品中，筛选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汇编为重要作
家的研究资料，重要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和思潮的研究资料，以及包括文学期刊目录，主要报纸文艺
副刊目录等在内的文学书刊资料三个系列，全套丛书共一百余种，现由本社出版发行，以期嘉惠学林
，传诸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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