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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为对象的文学史
书，自20世纪30年代出现始，迄今已历数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出的成果仅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
者就已非个位数所能尽数；而相关于这段文学史的专著，则更是如众星闪烁，多不胜数了。
编写这部教材时，编者努力遵循如下几条原则或者说是预设的约定：
1.坚持积极的态度，尽力提供一个贴近史实的框架结构和更为合理的阐释系统，显现一种新的学术视
野。

2.坚持学术的立场，以客观、公正的学术眼光重新看待各类文学史对象，并作出更契合对象实际价值
呈现的评价。

3.坚持以文学的发展为本教材史学结撰的主体。

4.坚持治文学史所必需的经典化原则，对丰富而价值不等的文学对象作出必要的取舍和用笔轻重不同
的处理。

5.不臆构，不妄言，坚持论从史出。

在编写体例上，我们采取了以历史和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为“编”，以不同区域和不同文学群体、作
家为“章”“节”的做法，采取了在其最先引起重要影响的时段予以集中介绍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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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范今，1942年生，山东曲阜人。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主任。
著有《悖论与选择》《走出历史的峡谷》《重构对话》《近百年中国文学史论》《孔范今自选集》等
，主编有《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读中国》《百年大潮汐——二十世纪
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实录》《中国现代新人文文学书系》等，合作主编有《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
编》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编 中国现代文学起步（1898—1917） 第一章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应运而生 第一节 梁启超的
“三界革命”与文坛格局的大调整 第二节 “谴责小说”与新小说创作潮 第三节 现代都市通俗小说的
兴起 第四节 翻译小说：新文学参照文本的引进 第二章向民族意识转化的革命派文学 第一节 辛亥革命
前后的文坛与创作 第二节 苏曼殊 第二编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1917—1927） 第三章新文学革命运
动及其发展中的分化与转化 第一节 文学革命及其初期的创作尝试 第二节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 第三节 
五四文学精神及其历史评价 第四章为新文坛打鼎的人生派创作 第一节 鲁迅（上）  第二节 鲁迅（下）
 第三节 叶圣陶、许地山、朱自清 第四节 冰心、王统照、庐隐 第五章渴望超越的艺术派创作 第一节 
郭沫若与创造社诸作家 第二节 郁达夫与自叙传小说 第六章 乡土小说与名士派小品：人生派文学的分
化与转化 第一节 乡土小说的新发展及其意义 第二节 王鲁彦、许钦文、台静农、蹇先艾 第三节 废名创
作的独特性 第四节 语丝派与散文小品 第五节周作人 第七章别张新帜的新月派创作 第一节 新的观察视
角中的新月派 第二节 徐志摩与新月派的诗歌 第三节 闻一多与新格律诗 第四节 凌叔华、林徽因的小说
、诗歌创作 第八章象征派诗作与现代派诗歌的新探索 第一节 李金发与戴望舒 第二节 沉钟社与冯至 第
九章话剧进入发展期 第一节 蓬勃的新军 第二节 欧阳予倩、洪深、丁西林 第三节 田汉 第十章台湾新
文学的发生 第一节 文学革命和开拓期的台湾文坛 第二节 赖和等作家的创作 第三编 中国现代文学的多
元发展（1927—11937） 第十一章左翼文学 第一节 激荡文坛的政治文学热情 第二节茅盾 第三节 丁玲 
第四节 张天翼、吴组缃、沙汀、艾芜 第五节 东北流亡作家群 第六节 萧红 第十二章 巴金、老舍、曹
禺的文学表达 第一节 巴金 第二节老舍 第三节 曹禺 第十三章京派文学 第一节 京派文学的人文主义诉
求 第二节 沈从文 第三节 萧乾、师陀、汪曾祺 第十四章海派文学 第一节 穆时英、刘呐鸥等新感觉派
作家 第二节施蛰存 第十五章现代都市通俗小说 第一节 现代都市通俗小说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包天笑等
与“上海小说”  第三节 现代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 第十六章多枝竞秀的文坛 第一节 论语派与“小品年
”  第二节 丰子恺 第三节 “汉园”三诗人 第四节 臧克家与艾青 第五节 孙毓棠与“读诗会”  第六节 
李劫人与“大河小说”  第七节 呈多元发展趋势的台湾新文学 第四编 中国现代文学新的聚合与分化
（1937—1949） 第十七章本期文坛变化 第一节 抗战初期的文坛情势 第二节 走向文化综合与文学的新
超越 第三节 两种对立文艺政策的确立与文学界的新形势 第十八章国统区文学 第一节 胡风与七月派 第
二节路翎 第三节 徐讦与无名氏 第四节 穆旦与九叶派诗人 第五节 战时与战后的剧坛 第六节 夏衍与阳
翰笙 第七节 李健吾与吴祖光 第八节 陈铨 第十九章解放区文学 第一节 解放区文学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民歌体长诗及新歌剧创作 第三节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 第四节 孙犁与荷花淀派 第二十章沦陷区文
学 第一节 “孤岛”和上海沦陷区文学 第二节 钱钟书与杨绛 第三节 张爱玲与苏青 第四节 东北沦陷区
文学 第五节 华北沦陷区文学 第二十一章本时期的台湾文学 第一节 台湾文学的重挫及战后与大陆文学
的汇流 第二节 杨逵与吴浊流 第二十二章迟出的香港新文学 第一节 香港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 第二节 
侣伦等创作的香港本土性 第三节 战后初期的香港文学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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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程叔平痛苦地哀叹：“世间极苦痛的事，就是强不爱以为爱！
”“我一生的幸福，前半是把家庭送掉的，后半是把‘人道主义’送掉的。
”这篇小说反映了当时很多知识青年的共同痛苦和心声。
另外，还有很多“问题小说”反映的是礼教道德、贞操观念给中国女性身心的戕害，俞平伯《狗和褒
章》、央庵的《一个贞烈的女孩子》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再有便是反映下层劳动人民不幸生活和
悲惨命运的小说，如杨振声的《渔家》、汪敬熙的《雪夜》，等等。
从创作实际上，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一些崭露头角的新文学作家如冰心、叶圣陶、庐隐等等，都是从“
问题小说”起步的。
这些“问题小说”从思想上看不乏批判和控诉的力量，但是从艺术上看却是幼稚的。
鲁迅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曾这样评价五四初期的小说：“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
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
的不幸。
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
，一无所为的。
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可见，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出现既体现出启蒙时代对作家的影响，也体现了作家对于时代的责
任感。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也出现了“问题剧”的创作。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对于中国传统戏曲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
五四新青年直指中国旧戏为“野蛮”，用钱玄同的概括就是“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戏
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感情”。
总之一句话：“中国的旧戏毫无价值。
”批判传统旧戏的同时也为戏剧的现代样式——西方话剧的进入扫清了战场：“如其要中国有真戏，
这真戏自然是西洋的戏，决不是那‘脸谱，的戏。
”五四时期在引进西洋戏的过程中，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首先进入了启蒙者的视野。
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推出了“易卜生号”，集中泽介易卜生的剧作《娜拉》《国民之敌》
《小爱友夫》，并介绍了易卜生的生平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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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臆构，不妄言，坚持论从史出。
在编写体例上，我们采取了以历史和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为“编”，以不同区域和不同文学群体、作
家为“章”“节”的做法，采取了在其最先引起重要影响的时段予以集中介绍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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