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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副产品，也是中国文学自身新旧嬗变的历史产物。
梁启超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与建构体现了20世纪新的文学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的萌芽，是中国文
学审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阶梯。
本书系统地回顾了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发展历程，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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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晓虹，1953年出生于北京。
文革期间，在吉林插队。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
1984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事研究与参加学术会议
，并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1998）、日本东京大学（1999—2001）客座讲学。
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及社会文化。
学术著述之余，间或发表文化随笔。
      著作除本书外，尚有《诗界十记》（1991）、《晚清文人妇女观》（1995；日译本名为《纏足妇女
》，1998）、《旧年人物》（1997）、《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1998）、《晚清魅力》（2001）、《
晚清社会与文化》（2001）、《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2002）、《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2004）、并主編“学者追忆丛书”、《季镇淮先生纪念集》，編校《梁启超文选》、《中国现代学
术经典·启超卷》、《追忆康有为》、《追忆染启超》、《（女子世界）文选》、《集外文》等；另
有合著《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同学非少年》，合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一卷、《北大旧事》、《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等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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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版序第一讲  导言：“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第二讲  从“文学救国”到“情感中心”        ——
梁启超文学思想研究第三讲  “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        ——梁启超小说研究第四讲  
“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梁启超诗歌研究第五讲  “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        ——梁
启超“新文体”研究第六讲  反叛与复归        ——梁启超与传统文学观念第七讲  借途日本学习西方        
——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化第八讲  “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        ——粱启超与日本明治小说
第九讲  “欧西文思”与“欧文直译体”        ——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散文第十讲  结语：“但开风气不
为师”附录一  梁启超学术年表附录二  梁启超著述要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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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这个玉成梁启超的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却充满了苦难。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处在列强势力包围中的中国，面临着弱肉强食的瓜分危险；腐朽势力的倒行逆施，也加速了清王朝的
衰败。
而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出现的“西学东渐”，则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
不学习西方进行变革，就要亡国，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
    梁启超生当中国历史上这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他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报刊为阵地，大声疾呼变法图
强，猛烈攻击顽固守旧派，宣传西方文明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法律学说及其他科学思想，给沉
闷闭塞的中国带来了新生气。
无论其说是否粗疏浅陋甚至多有错误，也无论其人的政治立场为保皇、改良抑或其他，梁启超大量著
述的实际效果却是激发起人们对清政府的仇视与反抗情绪，加速了新思想在国内的传播，从而为政治
上、文化上的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和封建社会同样悠久的封建文学，到晚清也失去了光辉，具有近代意识与近代色彩的改良文学随之
兴起。
作为这一文学运动领袖的梁启超，以日本明治文学为榜样，利用手中刊物《清议报》、《新民丛报》
与《新小说》，为改良文学提供了切实的理论指导与专门的发表园地，团结了大批作者，造成了强大
声势，终于使改良文学成为晚清文学的主流。
虽然文学改良运动是与政治改良运动相辅而行的，但两者的命运很不相同。
梁启超所从事的政治改良运动因落后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未获成功，而他所发起、领导的文学改
良运动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自有其不容低估的历史价值。
    由于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研究这一段的文学或文化，便不
可能越过梁启超。
梁启超又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最完满的典型代表，其内心的矛盾与困惑也缠绕着整整这一代人，
并由这种共同的文化心态塑造出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基本面貌。
揭示梁启超的矛盾与困惑，因而成为本书的重点。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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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副产品，也是中国文学自身新旧嬗变的历史产物。
梁启超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与建构体现了20世纪新的文学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的萌芽，是中国文
学审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阶梯。
本书系统地回顾了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发展历程，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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