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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中国近代散文的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虽亦不乏其人，但与诗歌、小说诸文体的研究比
较起来，就显得力量薄弱和成果甚微了。
据不完全统计，1922年至1990年发表综论近代散文的文章，只有138篇，而且集中在讨论有关桐城派问
题上，这方面的文章就占了108篇。
而对于近代的其他文派，或者稍有提及，或者完全空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2，《
研究资料篇目索引》，上海书店）。
至于研究近代某位散文作家和作品的专著，八十年代以来，当然也有陆续问世的。
而作为较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散文的基本品格、基本特征和定位的著作，在此之前，还是一个空白。
谢教授的这部著作的出版，将起到填补中国近代散文史研究空白的作用。
本书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前人研究讨论的基础上，依据现有的条件，同时吸收已有
的研究成果，审视中国近代散文的发展和演变，疏理散文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本书在架构上。
以散文发展流程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较全面系统地探索近代散文发展的走向，揭示近代散文的发
展规律，展现近代散文的基本面貌。
这种架构，打破了以历史发展阶段为分期与“概说”加“作家作品”的格局，采用以散文体式发展演
变为主线的架构方式，注意双向流程的疏理和新旧流派彼此消长的描述。
本书对中国近代散文的整体把握，能把它放在时代、历史的动态发展中去考察，既注意文学的承传性
，又注意对后世文学的启导性的阐述，对近代散文的时代意蕴、演变走向、发展特征做了较符合实际
的概括和论述。
如书中对散文发展特征的把握，能从时代对散文发展的推动和制约、中两文化交流对散文的影响以及
双向性的发展脉络等方面，把握散文发展的内在和外在因素，探求其发展规律。
观点较新颖，且有一定的创新。
如在龚自珍、梁启超、章太炎的论述中，都注意对他们散文中“人的近代化”问题的论述。
又如“多重变奏”这一概括，亦颇有新意，也符合近代散文发展的实际。
这充分说明处在近代化进程中的散文，是作家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思维，体式也不断地在时代的变革中
接受挑战和选择。
作家们在不断寻找更适合表现时代思潮的表达方式，从而推动了文体的发展。
再如对严复、林纾散文的评价，书中不囿于旧说，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
能从他们的散文在新的历史氛围下出现的那些新内容手进行论述，而不在他们是否桐城派这一问题上
兜圈子。
对于章太炎的散文，过去有些论者只看到他的风格的主要方面——古奥典雅，而忽略了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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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阐述中国近代散文发展历史的专题著作。
全书突破以历史发展阶段为分期与“概说”加“作家作品”的格局，采用以散文体式发展演变为主线
的架构方式，以散文发展流程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从主题、类型、文体、语言诸方面入手，注意
双向流程的梳理和新旧流派彼此消长的描述，深入揭示近代散文的种种变异，全面展现此间新旧流派
的不同风貌及其各自的文学史意义，较全面系统地探索近代散文发展的走向，并寻求其发展规律。
本书努力做到以史带论，而又论从史出，凸现了中国近代散文历史发展历程和特点，是一部颇具特色
的断代文体史著作。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亦可供近代文学爱好者、研究者学习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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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们以纵深的历史感，忧患人才遭扼与匮乏，把人才问题看作是最大的问题。
他们虽然还没有能够找到社会危机的根本所在，但就其所指出的，却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体现了
强烈的历史感和使命感。
这种执著动人的使命感，强化了作者“忧患”意识报国精神的感染力。
同时，对鸦片的泛滥也极为忧患。
面对鸦片对中华民族的巨大祸害，一些有识之士焦虑不安，提出禁烟与杜弊的主张，象征着炎黄后代
维护民族利益的思想意识开始觉醒。
姚莹、林则徐、龚自珍等对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认识更加明确，也更深刻。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一段日子里，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鸦片贸易中进行的罪恶勾当已为那些思想觉醒的作
家所注意，他们的思想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同时也表明他们捍卫祖
国独立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不断提高。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国际文化环境，在这种情势下，近代作家们的忧患意识，则主
要表现在反抗侵略的呼喊和复兴民族的召唤，以及启迪蒙昧、唤起国人觉醒、寻找民族新生途径和重
绘民族理想的新蓝图等方面。
可以说，忧患意识的确是散文作家们情感世界的主旋律。
其次，近代散文表现出强烈的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
近代散文产生于烽火连天、多灾多难的战争年代，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时代精神，哺育着一代散文家
，他们在反侵略的伟大斗争中，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激发出高昂的爱国热情。
因此，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贯穿于近代散文创作中，而在近代历史的进程中又展现出不同的内容。
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散文中，则表现在反对殖民主义的侵略上。
这一时期的散文，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群众英勇抗敌的斗争，又强烈地谴责投降派的卖国求荣，
并为抗战志士受冤鸣不平。
抗争雪耻，自强自立成了这一时期散文中最突出的基调。
英国殖民主义从鸦片贸易到挑起战争，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与政治侵略，激起人民的反抗，也激励作
家以艺术的笔触，描写人民的反抗斗争。
如无名氏的《三元里平夷录》，以朴实的文笔绘声绘色地描写三元里人民先后两次鸣锣聚众，击败英
军的战斗场面，颇为真实动人。
又如《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描写人民群众勇敢而机智地打败英国侵略军的故事，通过它表现中国
人民自发地进行反侵略斗争的爱国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人民群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高度智慧。
还有如《陈将军画像记》、《陈忠愍小传》、《江南提督陈忠愍公殉节记》等讴歌抗敌救国将领的散
文，刻画出他们为民族利益宁死不屈的英雄性格，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卑鄙无耻的侵略行径，并对放弃
祖国领土主权的行为给予无情的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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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近代散文史教程》自1997年出版后，这十多年来，的确在不断地给我带来一些愉悦。
如此书作为本科教材，让学生领略近代散文的精彩与美妙；又如《中国文学年鉴》（1998）和国内外
多家刊物发表了书评，给予充分肯定，也指出了一些缺点和不足；再如不少读者打来电话，询问怎样
才能买到这本书；等等。
当然，我最看重的并不是这些，而是许许多多朋友同行的关心和鼓励，这不仅让我看重，也给了我在
学术的道路上不断求索的信念和勇气。
基于以上原因，我一直在对著作进行不断充实，补充了近十万字的书稿，但限于篇幅，经过慎重考虑
，我还是没有把这些文字加进去，只是对第一版在文字上作了些改动。
在此书即将再版之时，原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管林教授，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博士生导师魏中林教授
，欣然为本书作序，对我是极大的鼓励，我当铭记在心。
感谢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为此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她们创造性的工作和优秀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同时祈望能继续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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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散文史教程》是采用以散文体式发展演变为主线的架构方式，较全面系统地探索近代散文
发展的走向。
深入揭示近代散文的种种变异，全面展现此间新旧流派的不同风貌及其各自的文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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