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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华”未必“秋实”，作为现代学人，我等不能不既讲耕耘，也问收获。
不仅收获，还得学会“广而告之”。
为了向中外学界汇报业绩，也为了自我鼓励，北京大学中文系决意创办《北大中文学刊》。
 　　《北大中文学刊》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年出一卷，选录中文系教授过去一年间公开发表的学
术论文，学科范围包括文学、语言、文献三专业，经匿名评审产生，代表北大中文系学术水平。
 　　本书为“北大中文学刊”丛书之20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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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日本《竹取物语》的生成研究——关于华夏文化与这一文本发生的综合语境的研讨阿伦特：现代世界
诗人何为？
——试论《黑暗时代的人们》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试论民间叙事中的“伦理悬置”现象—
—以陆瑞英演述的故事为例论“远”——心灵主导的空间建构《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
罗振玉的书学与书艺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上)周氏兄弟早期
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上)鲁迅对于道家的拒绝——《故事新编》与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的
批判之三革命动员中的文学和青年——从1920年代《中国青年》的文学“批判”谈起《胡风全集》中
的空缺及修改论殖民地台湾新文学的文化想象——在中文写作中“19世纪的幽灵”：80年代人道主义
思潮重读从政治的诗学到诗学的政治——北岛论传统文学生产机制的危机和新型机制的生成“喊丧”
、幸存与去一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中国梦”：想象和建构新的认同
——再思六十年中国电影《新编新注十三经》刍议《离骚》三论两汉镜铭文本整理及文学分析“独往
”和“虚舟”：盛唐山水诗的玄趣和道境《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兼论“刘辰翁”评点实系元代坊
肆伪托王安石与释氏的因缘及有关诗歌臆解从元杂剧的不同版本看杂剧演出的变化无益经典而有助文
章——谶语与古代小说结构关系初探美人黄土的哀思——《红楼梦》的情感意蕴与文化传统《孟子》
“蹶者趋者”新释北宋经筵讲经考论《吕氏家塾读诗记》版本叙录王应麟《诗经》学探析王应麟《汉
艺文志考证》文献学旨趣发微《锦绣万花谷·别集》编刻考许衡“语录”流传辨析元代画家王绎生平
交游考水泽利忠《史记之文献学研究》述略构式与意象图式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的介词悬空和介词
删除补语小句和处所义双宾结构的句法构造怎样判定语法结构的类型吴语的“清音浊流”和南曲的“
阴出阳收”兼顾演变、推平和层次的汉语方言历史关系模型汉语的句法演变与词汇化武定彝语松紧音
研究从隐含到呈现(下)——词汇变化影响语法变化大型语文工具书编写和修订应该加强字的音义关系
的研究——以“被”字为例“两度陈述”标记：论上古汉语“而”的基本功能处置式带补语的历时发
展汉语作格动词的历史演变与动结式的语法化MORE EVIDENCE FOR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RONESIAN AND KAM-TAI北大中文系同仁2009年刊行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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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果把它来开放了，使别处的人，也可以利益均沾，这神秘的自制岛，还有什么特色呢？
”这一反讽式寓言不但试图突出殖民社会特殊性和对立双方的关系，而且对台湾民众20年武装抗日终
归失败后的社会境况做出了讽喻，这也是中文小说较早出现的台湾想象。
而“鸥”的《可怕的沉默》①也以寓言式的情节引发了知识青年对台湾社会的思考。
一匹疲瘦饥饿的老马负重立在巷口，于卸货人跌倒之时乘势欲咬，却遭赶车人一顿鞭打，“但是他只
是乖乖的立着，并不哮叫半声”。
这引发青年季生联想到故乡“巡查补牵着犯人的光景”，而感慨“文明民族子孙”的可怜境遇，将思
考的重心落到台湾。
另一位青年蔡却认为季生过于强调民族意识，不能超越具体历史和民族理解“生灭竞争”的进化法则
。
但季生坚持宇宙“万物各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合应互相尊重，不得相侵”，应当勇于批判现实
世界，因为“我们是生长在台湾的，台湾的事情，在我们心里有最密切的关系⋯⋯我们台湾人第一也
是应该要先打算台湾的问题才是”。
青年的论辩代表了当时对殖民社会的批判与貌似超然实为消极隐忍的文化态度之间的对立，它与对自
制岛人的讽喻一起，构成了初期新文学对台湾社会最初的文化想象，突出显现了作家对民众屈从隐忍
现状的关注和慨叹。
此后中文小说中大量屈辱悲苦的民众形象的出现和对民族性格的批判与这种想象特点一脉相承。
在殖民地台湾，具有汉民族身份的中文作家对台湾的想象必然与民族的自我想象相重合。
这方面中文作家不再像日本想象那样将对象外化，而是反观自身，将想象之光投射到民族内部，检视
民族传统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以及民族内部的压迫和纷争。
台湾想象涉及的问题和社会层面相比于日本想象更加深广和复杂，在部分文本中又与日本想象交织在
一起，不但成为殖民时期台湾社会的现实反映，而且显现出作家认识民族自身的特定角度和所能达到
的深度。
民族自我想象的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是大量悲苦的民众形象构成中文小说人物形象的主体，它是一个
如此普遍的存在，以至于不因中文小说发展进程和社会思潮的变化而改变，也不因作家各自题材的侧
重点不同而被忽略。
在中文写作的初期和后期，在不同作家那里，悲苦的民众形象无处不在。
杨守愚所概括的殖民地台湾新文学的特点，如“小市民和农民的生活，成为各作品的题材”，“作品
中，大都充满了自然主义的无力的揭露丑恶与贫乏的同情”②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一形象所体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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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大中文学刊(2010)》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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