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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文库：重写现代文学史的思考》主要内容包括：从“言意
之辨”到“文白之争、春秋战国：语言观念的形成——正名／无名·名／实·专／遭、魏晋六朝：言
意之辨、传统话题的延续和“文白之争”的兴起、语言变革与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20世纪中国诗歌
语言观念的演变、理论背景——中国传统诗学语言观和20世纪西方语言学的启示、20世纪中国诗歌语
言观念演变的历史分期、“语言转向”与后新诗潮的语言策略、重写现代文学史的思考、鲁迅的另一
面——鲁迅被压抑的才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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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向东（笔名黄亮），1969年10月生于甘肃通渭。
分别于l994年和2002年在西北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和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2003—2006年在北京师范大
学师从郭志刚教授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并获博士学位，2008—2010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
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合作导师陈子善教授）。
现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清末民初的文学转型研究。
著有《语言变革与现代文学的发生》，编选《中国现代经典美文书系·虫》，发表《五四文学革命中
的书写形式革命》、《清末的白话报刊与现代文学的发生》、《清代的音韵学与文学革命》等论文5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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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编从“言意之辨”到“文白之争” 第一章春秋战国：语言观念的形成——正名／无名·名
／实·言／道 第一节正名与无名 第二节名与实 第三节言与道（意） 第二章魏晋六朝：言意之辨 第一
节名实之辨 第二节言意之辨 第三章传统话题的延续和“文白之争”的兴起 第一节对“正名”与“名
教”的批判 第二节名与实 第三节言与意 第四节文白之争 第四章语言变革与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 第一
节小说、戏曲跃居文学“正宗”地位 第二节诗文的边缘化 第二编20世纪中国诗歌语言观念的演变 第
一章理论背景——中国传统诗学语言观和20世纪西方语言学的启示 第二章20世纪中国诗歌语言观念演
变的历史分期 第一节晚清到五四前后——权力话语的颠覆和个人话语的出场 第二节20年代中期到新中
国成立前夕——个人话语和大众话语的众声喧哗 第三节50年代到70年代末——大众话语的一统天下 第
四节80年代以后——个人话语的回归 第三章“语言转向”与后新诗潮的语言策略 第一节语言与世界和
意义 第二节从传统文学观念的解构中看文学的语言性 第三节后新诗潮的语言变革 第四章对影响诗歌
语言观念转变的几个因素的认识 第一节对语言本身的看法 第二节读者预设 第三节诗人自我身份的确
认 第五章20世纪中国新诗中“祖国”意象的演变 第三编 重写现代文学史的思考 第一章从“现代化”
到“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思路的转型  第一节“现代性”何以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
题” 第二节文学现代性的歧义及根源 第三节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 第二章对左翼文学的评
价和重写文学史的思考 第一节左翼文学在文学史上的位置 第二节对待左翼文学应有的态度 第三节评
价左翼文学的几个难点问题 第三章现代文学史的“边缘”书写 第一节文学史构成要素的拓展 第二节
“边缘”作家的重新发掘 第三节作家生活行状的细节呈现和心灵世界的探询 第四节方法的自觉和文
体的创新 第四章“过客”学者的心灵史 第一节“伊凡·卡拉玛佐夫式”的知识分子 第二节“过客”
学者的心灵世界 第五章20世纪中国西部文学地理学 第一节西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 第二节西部
文学地理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第三节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第四编鲁迅的另一面——鲁迅被压抑
的才华 第一章鲁迅学医的四个动机 第二章“救救孩子”还是“救救父亲”？
 第一节鲁迅小说中的孩子和父亲 第二节 鲁迅个人经历对其小说中父子关系描写的影响 第三节救救父
亲——“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 第三章侠·鬼·画·戏——鲁迅精神世界的另一面 第一节侠 第二节鬼 第三节 画 第四节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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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建立，五族共和，晚清的民族主义者因满清政府的被推翻而思路有所
转变，但借语言维护民族国家统一的想象方式依旧。
这从胡适在构建他的“国语文学”的理论框架时，对西欧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方言俗语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的认同中，便能见其端倪。
1920年6月13日，蔡元培在国语讲习所讲演时，将国语的“内”、“外”两个作用界说得很清楚：“为
什么要有国语？
一是对于国外的防御，一是求国内的统一。
现在世界主义渐盛，似无国外防御的必要，但我们是弱国，且有强邻，不能不注意国内的统一，如省
界，南北的界，都是受方言的影响。
” 通过对清末章太炎等的音韵学研究，切音字运动和五四时白话文运动中“国语文学”概念三者之演
进脉络的勾勒，发现其中贯穿一致的是通过古音、方言、口语等“声音”构筑起一个完整的“内部”
世界以对抗“外部”世界的观念。
 其二，除了用声音构造一个完整的“内部”世界这一民族主义的动机外，清代的语音学研究为清末民
初的切音运动、国语运动中对“声音”的重视以及注音字母的制定、国音的审定以及废除汉字，改用
“万国新语”等主张的提出，提供了学理依据和知识基础。
 支撑起清代音韵学研究的一个理论基础是认为先有语言，后有文字，即声音为文字的本原。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将声音看做是文字、文学的根源所在。
他在其《音学五书序》中说：“记日：声成文，谓之音。
夫有文，斯有音。
比音而为诗，诗成然后被之乐，此皆出于天而非人之所能为也。
”清朝考证学全盛时期的乾隆年间，围绕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当时的一些音韵学大家所作的序
跋，均能见出相近的倾向。
作为段玉裁老师的戴震说：“今乐睹是书之成也，不惟字得其古人音读，抑又多通其古义。
”吴省钦说：“是书为古音而作也。
古今语言不同，古音不明，不独三代秦汉有韵之文不能以读，其无韵之文假借转注音义不能知，立乎
今日而译三代秦汉之音，是书为之舌人也。
”钱大听说：“自文字肇启，即有音声，比音成文，而诗教兴焉。
”“此书出，将使海内说经之家奉为圭臬。
而因文字音声以求训诂，古义之兴有日矣，讵独以存古音而矣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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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写现代文学史的思考》为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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