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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辑“卷首”刊发了两位主编关于巴金的对话，虽然离巴金去世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当时
因为他的逝世而引发的这段交谈却似乎并没有过时，从某种意义上还代表了我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
一些基本的看法，尤其揭示了我们正在探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巴蜀学派”的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
　　“国际汉学”是这一期的重点栏目。
金秀妍关于《良友画报》的研究体现了韩国学者素有的细腻与耐心。
来自德国鲁尔大学东亚研究系的冯铁教授是活跃在国际汉学界的著名学者，他关于沈从文夫人张兆和
的研究从材料到观点都提出了全新的内容，一个中国本土学者所忽略的思路，尤其是诸如“文学遗产
的管理者”与女性主义视角的连接等方面，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值得我们细读。
“全球化”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让来自不同民族与国家的知识分子　　就同样的研究对
象自由发表他们的看法，无论怎么说这都是有益的，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国际交流，这一直都是
本刊的重要目标。
　　“巴蜀文学重读”是我们长期建设的栏目，本期推出了5篇专论，尤其是邓伟的文章，从方法论
的角度对传统的地域文学研究提出了质疑，这体现了新一代学人自觉的学术超越意识，我们热切地盼
望着本刊能够收到更多像这样有锐气的专论。
　　“文学史新论”中刊发了6篇论文，它们的确都是富有特色的“新论”，无论是历史现象的再梳
理，还是当前动态的描述，都给人以启发。
　　“现代文化研究”栏目下的郝明工、沈庆利、马东瑶等先生近年来皆对他们的论题有相当深入的
关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他们这些年独立思考的结晶。
　　本期“探讨与争鸣”栏目值得大家特别注意。
我们刊发的两篇论文都很有针对性，火源先生对本刊主编李怡的新著提出了商榷性的意见，无论我们
是否同意这些意见，都不能否认他所涉及的这些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姜彩燕女士则以鲁迅《狂人日记
》为例，对陈思和先生关于“先锋～常态”的著名命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发展一样，都需要这样真切的“探讨与争鸣”，
本刊自创立伊始就致力于学术争鸣氛围的营造，只是在目前的“人情世故”当中，江湖气息已经严重
掩盖了真挚的学术商榷，我们真诚地希望与国内学人共同努力，再现以“探讨与争鸣”起步的中国现
代文学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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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前絮语卷首语巴金：告别的与无法告别的国际汉学“寻找女性”：管理沈从文文学遗产的女作家张
兆和之评价与欣赏可贵的“现代”尝试——《良友画报》研究试论巴蜀文学重读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
化研究的转向思考飘零的身世，奇崛的才情——吴芳吉先生的价值论郭沫若文化身份的嬗变——从《
女神》到《屈原》郭沫若诗歌“知识分子自我”的想象与失落文学史新论对文学命名的反思以《创造
月刊》封面为窗口，反思初期革命文学40年代的新文学史叙述——以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几个关键词为
中心政治&middot;文艺&middot;民族&middot;形式——关于“民族形式”论争的历史背景的进一步考
察．最后的“批评空间”：社会转型期的《文讯》月刊“重返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国
当下武侠、奇幻文学二题现代文化研究陪都的中国设立与陪都文化的重庆建构“诵读语文”与中外文
化探讨与争鸣新道路上的荆棘——李怡的《现代性：批判的批判》读后是先锋还是常态？
——从鲁迅的《狂人日记》谈起中国文学档案中国新诗档案：1952中国现江代文学学科发展报告
（2005年）灵魂没有国界——《过客》比较研究述评冯至诗歌研究综述稿约与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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