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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文学实现了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历史任务，这是通过从被动到积极主动地向
西方开放、引进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和文学经验才实现的。
西方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学经验在中国传播，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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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自由主义的文学传统在大陆完全中断，而在港澳台依然延续着，并取得
了新的成就。
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再次广泛地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富有批判和创造精神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恢
复，一度销声匿迹的浪漫主义思潮在1980年代初也恢复了活力，现代主义思潮自1980年代中期后迅猛
崛起。
当此文学思潮风起云涌之际，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成分
开始融合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内容，从而也为
一度消失了的自由主义文学精神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对于创作发挥积极的作用创造了条件。
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为文学界清除了沉渣泛起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人的价值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后
被重新确立为社会的中心价值，文学的形式美受到重视，审美的独立性得到了确认，与世界文学的交
流得到了全面加强。
这应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也应该看到这是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优
秀文化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收获。
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传统在中断了1930年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得到了改造，并
恢复了它对文学的正面影响。
当然，这时的文学自由精神与20世纪前半叶的自由主义文学传统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差别，最主要
的是它所依附的社会主体已经完全不同了，它被引导到社会主义的方向，消弭了它原本与左翼文学传
统的对立和矛盾，并正随着主潮文学向21世纪中华民族的宏伟远景前进。
中国文坛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所形成的第二个大的系统，是左翼文学传统。
与前一个系统主要受西方文学和文学思潮的影响不同，这一系统主要是接受俄苏文学，特别是苏联文
学、苏联文艺政策和文学思潮的影响。
这种影响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内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中国共
产党的力量不断壮大，而随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破裂，共产党人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以“革命文学”为开端的左翼文艺运动。
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文艺运动自觉地以苏联文学、苏联文艺政策和苏联文学思潮为学习榜样，再结合中
国革命的实践和民众的审美需要，不断被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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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
项目原来题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相互关系研究”，1996年立项，主持人是龙泉明教授，参
与者大致包括现在的这些作者。
按照原设计，这一课题旨在系统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的重点的是探讨中
外文学的互动，具体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分别探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各国文学的关系，另
一个是逐一考察20世纪不同时期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总体关系。
由于龙泉明教授忙于行政工作，参与的各位研究进度也不整齐，项目多次延期。
2004年，龙泉明教授英年早逝。
各章节负责人稍后相继完成了研究工作。
次年，赵小琪教授汇集文稿报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但专家的意见是要做重大修改，没有
同意结项。
鉴于项目负责人龙泉明教授去世，他原来的研究设想难以实现，经武汉大学社科部和文学院协调
，2006年3月报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同意，项目负责人变更为陈国恩教授，并同意陈国
恩教授对项目内容所做的调整，课题名称改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
此后，在陈国恩教授主持下，有赵小琪教授、方长安教授等共同参与，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批准同意的新的研究方案组织课题组成员修改研究计划。
各位同仁大力支持，彼此多次交换意见。
2008年4月底，由陈国恩教授对全书最后修改定稿，研究工作至此才告完成。
这本书耗时十年，几经变故，最后依靠各位朋友的鼎力合作，总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可以说这是一
份友谊所结出的成果。
在今天书稿将要付印之际，我们不禁怀念起龙泉明教授，是他凭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和睿智的眼光把握
住了学术前沿，提出了这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选题，并规划了具体的研究内容。
他以真诚的心争取到武汉大学文学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陆耀东先生、易竹贤先生等大力支持和参与，
获得了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又以友爱的精神团结了目前国内一批著名的学者一起来做这个项
目。
虽然他的逝世影响了项目的进度，但他打下的基础为项目的最终顺利完成创造了条件。
在此，我们要以这本书的出版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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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跨文化的传播与接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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