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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四”文学革命确立了一种具有现代性的个性解放和人的觉醒的文学观。
1918年12月刊于《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上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开篇便提出　　“人的文学
”的口号实际上是在文学上对中国人的发现和“辟人荒”。
人的文学“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但是人道主义“并非世
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他还进一步地指出个人与人类（群体）的关系，应以个人为本。
这是因为：（1）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犹如树木与森林的关系，要森林茂盛，“非靠备树各自茂盛不
可”；（2）“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有关的缘故”，因此“讲人道，爱人类，便必须
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所以“人的文学”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个体文化精神的文学呼唤，它表达的是一种
个性解放和人的觉醒的文学观，并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的核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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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背景与“五四”文学革命　　第一节外来文学思潮的撞击与新文学“前
夜的涌动”　　如同整个现代化事业一样，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也是在变革自身传统以适应现代生活的
创造性转化和与西方文学的交流融合这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其间横亘着植根于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传统
文学向植根于工业文明的现代文学跨越的历史鸿沟。
特别是当19世纪西方列强强行把中国拽入资本主义的文明体系之后，这种距离便更加明显。
一方面面对急剧变化和动荡的社会现实，传统文学表现出空前的迂阔与空疏。
王韬便尖锐地指出：“窃见今之所谓诗人矣，扯寻以为富，刻画以为工，宗唐祧宋以为高，摹杜范韩
以为能，而于己之性情无有也，是则虽多奚为？
”因而变革传统文学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便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成为时代的一个中心课题
。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一切国家的精神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
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这样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也就不能不在“世界文学”的体系和视野中展开，中国文学传统的变革及
其创造性转化必须在与西方文学的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才能实现。
西方文学的译介不仅提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初范型，而且激活和促进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
　　由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所引发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启了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
，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变革和现代意识的确立。
西方文学作品也伴随着西方思想文化著作的大量输入而涌入了中国。
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统计：自1895年至1906年，出现翻译小说516种（部或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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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
社会的改造，而只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
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
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同时代甚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
性形象都有着较大的区别。
着先，张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
表象下的旧女性。
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出走后
又该如何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
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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