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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从确定选题、通过提纲到最后写作成文，
自始至终得到我的导师王富仁先生的悉心指导。
我要感谢王先生三年来所给予我思想和智慧上的深刻启迪。
　　在短暂的学术生涯中，我尤其难忘我的硕士导师吴小美先生，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吴先
生的无私帮助，也就没有今天的我。
对此，我将终生铭记。
　　我要感谢郭志刚先生，是他最初将我收在门下。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接到郭先生鼓励我报考博士研究生的回信是在青海偏远的山沟，一个叫水峡的地
方。
当时正值盛夏，而那里尚存清冷的积雪，郭先生的热情鼓励使我内心充满暖流。
后来，我虽改师王富仁先生，但郭先生还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业和生活，这种知遇之恩我将终生不忘。
　　丛书从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视角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并给予公正客观评价，为新世纪中国文
学的发展繁荣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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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振濂，号颐斋，原籍浙江鄞县，1956年2 月生于上海。
198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师承沙孟海、陆维钊、诸乐三大师。
1993年任中 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0年调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艺术学系主任、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陈振 濂同时以创作、理论、教育三方面的开创性成果享誉当代。
现为国家级专家并享受政府特殊 津贴。

　　现任浙江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浙江大学书 画文物鉴定中心主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青年书法
家协会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2007年被评为年度书画十大影响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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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论者精辟地指出：“五四这个中国启蒙运动不同于欧洲18世纪启蒙，五四思潮有很浓厚的‘世
纪末’色彩，虽然科学、民主、进步观念无疑占主导地位，但文明没落与种族退化论亦影响深巨。
欲充分理解五四思想，必须以当时的世界思想史为背景。
”①这种看法颇具启发性，其过人之处在于它不是站在西方启蒙主义和文艺复兴的思想史模式，而是
以世纪末思潮的角度来观照五四启蒙主义思想。
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思路，这就是“西方现代思想家认为理性与科学的昌盛导致
了人类经验的枯竭，因此他们反抗理性，张扬非理性。
然而，恰恰正是他们所反抗的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成为五四作家反抗中国封建文化理
性主义束缚的有力工具”。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甚至可能相反。
我以为五四作家反抗封建文化理性主义束缚的有力工具，不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而
恰恰是从西方世纪末非理性主义思潮中汲取灵感，继而形成一套特有的反传统思路的。
这一点从鲁迅对尼采和弗洛伊德思想的接受和创造性转化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
　　尽管尼采的主要著作成书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但直至1888年5月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
以他为题作了一系列讲演以后才扬名欧洲。
斯特林堡对尼采热忱鼓吹，先是将他传给了德国的表现主义者，然后又扩及全欧。
中国思想界对尼采的反应基本上与欧洲是同步的，当时的两位著名学者梁启超和王国维分别在1902年
和1904年的著述中提到了这位诗人哲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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