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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修订版）共三编，分上、下两册。
第一编为。
新文学的播种与收获（1917-1927）”，第二编为“新文学的兴旺与繁荣（1927——1937）”，第三编
为“在炮火洗礼中的蜕变与新生（1937——1949）”，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包括台湾、香
港和澳门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对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了较为深入、恰切的论
述与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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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张之洞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而在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则固守固有的封建传统,只把西方的物质文化拿来做为应付当前困难局
面的权宜之计。
可见,这种文化思想的局限性是很大的。
在这样一种文化思想支配下,他们是不会提出改革传统旧文学的文学革命的主张的。
在近代中国,明显具有开放意识的第一个官僚知识分子是林则徐(1785-1850),他主张学习西方,制炮造船
。
在广州禁烟期间,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
他的朋友魏源(1794-1859)则正式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他们的主张,后来为洋务派官僚所继承。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奕沂、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清朝官僚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他们成立制造局,延聘外国专家,制造新式武器;成立新式军队,发展现代的海陆军;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学
习外国的科学技术;设立同文馆,翻译西方著作。
如果说,林则徐、魏源还主要是从民族自强、抗御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提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
话,那么,洋务派官僚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目的则更加明确了。
洋务派官僚是在1851年至1864年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震撼下提倡洋务运动的,曾国藩还是镇
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主要凶手。
尽管如此,他们极其有限的改革主张,仍然与中国固有的封建传统发生了严重的对立,这种对立具体表现
为他们与守旧派官僚的对立。
在传统的封建观念中,“道”与“器”、“体”与“用”的关系是极为明确的。
传统的儒家道德重“道”轻“器”,反对言私言利,把奇技淫巧当作有害人心的东西。
“诗界革命”和“新文体”是由维新派人士提倡并亲自实行的文体革新形式。
它们与拼音文字运动的根本不同在于，拼音文字运动是在企图完整地保留传统诗文形式的基础上另造
一种文字形式以满足普及文化知识的现实需要，而“诗界革命”和“新文体”则体现了维新派人士使
中国文化自身适应现实需要的革新愿望，是维新派文化思想在文学革新和语言革新运动中的具体表现
。
“诗界革命”是在戊戌变法前一两年由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提出的，而成就最大的诗人是黄遵宪
。
黄遵宪（1848-1906）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观点，大胆地把口语中的词汇和现代科学知
识的词汇写入诗中，用传统格律诗的形式吟咏新的事物，并且能够创造出美的意境。
例如，他的四首《今别离诗》分别歌咏了轮船、火车、电报、照片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四事等，这是
在古典诗歌中所未曾有过的。
但是，“诗界革命”并没有实现中国古典诗歌的根本革新，它仍然继承着传统的格律形式，因此，它
虽然把俗语和现代的词汇带进了诗歌语言中，但在总体的审美形态上仍是属于传统的。
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口头语言中的生动的语言形式和现代的新语汇都能纳入古代格律诗的形式中去
的。
“诗界革命”反映了维新派要求改革传统诗歌，使之接近现实、接近群众和表达新的生活感受的愿望
，但也暴露了古代格律诗与口头语言和现代词汇、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感受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新文体”是适应着维新派宣传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而形成的。
严格说来，它是一种报章杂志上的论说文的文体形式。
在这样的文章里，作者要反驳论敌的观点，宣扬自己的主张，还要表达自己的感情或激励读者的感情
。
如果从其形成过程来说，实际上从鸦片战争后一些痛陈民族危机、申述自己的改革主张，特别是那些
“盛世危言”类的文章中已呈现出这种文体的某些特征，到了维新变法运动中，梁启超、谭嗣同的文
章已经可以称之为“新文体”；但在当时，它特指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时为《新民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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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刊物写的文章的体式。
梁启超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
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
野狐。
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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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版)(上册)》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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