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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体系是围绕着史料存在的新形态展开的。
这里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新形态，实际是指它自己所拥有的新材料、新问题，并依此逐步形成
自己的学术规范、学术流程，最终建立起体系性的知识架构。
史料学新形态研究，要求对实践中出现的史料现象进行梳理和理论概括，期望把现象研究逐渐升华为
历史研究。
本书只是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出发，对个人接触的有限史料进行描述，建构自我主体想象的史料学空间
，实现个人化的历史言说，而并不刻意追求结构的完善。

本书包括如下内容：一、源流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发生与流变研究；二、形态篇：重点是中国
现代文学史料学新形态研究；三、应用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应用研究；四、史料研究家篇：百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家研究。
实际上，一、三、四也都是围绕着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现代形态问题展开的。
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献或曰史料的研究成果丰厚，单是以中国文献学、中国文学文献学、中国古典文学
史料学为书名的著作，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先后已经出版近百部，①人们为什么还要另立门户，
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主要是由于出现了独立的史学新形态所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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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辑佚存在着巨大的空间。
还以师陀为例，包括解志熙等发现的《争斗》在内，2004年《师陀全集》出版后，已陆续发掘出师陀
的佚作约20万字，其中包括书信、小说、散文等各类作品。
一部分书信的发现具有特别的意义，如上海巴金研究会周立民提供的师陀给巴金的一批信件，见证了
两位作家之间的深厚友谊，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不同时期师陀的心灵历程，或隐或显的精神脉动。
而师陀怀念吴芝圃的文字，则浓缩了师陀抗战时期的一段重要生活经历。
这些经历是师陀在别处所未曾披露过的。
新近发现的师陀佚文中，师陀关于自己作品的自我评价部分最具学术价值。
如师陀的《现代的短篇小说》、《跋（师陀散文选集）》、《小传》等篇就是。
其中《小传》一篇，只有一二百字，全文如下：“师陀于1910年农历正月二十九出生于河南省杞县化
寨村，曾在家乡读私塾、小学，在开封读中学。
中学毕业以前，名叫王继曾，毕业后去北平找出路，改名王长简。
‘九一八’事变，参加‘反帝大同盟’，是年冬写了两篇文章，用芦焚作笔名投稿《北斗》。
芦焚是英文译音，意译则为‘暴徒，。
后用这个笔名不断写文章。
后来因被几个人冒用，为‘让贤’起见，1947年曾发表《致‘芦焚’先生们》公开信，自己则改用现
在的笔名师陀。
从事学习写作将近六十年，主要写成下列作品：《果园城记》、《里门拾记》（短篇小说），《芦焚
散文选集》，长篇小说《结婚》，历史独幕话剧《伐竹记》等。
”对于《小传》，我留意的是师陀认识的清醒和由此而带来的对于自己的吝啬。
他看重自己的作品，只不过是《果园城记》等5部作品。
这实在是给读者和研究者留下的一个最诚实的提示，一个阔大的想象空间。
这篇《小传》，对于人们把握师陀晚年的文学思想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近些年来，一些年富力强的研究者逐渐担当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辑佚的重要角色。
这里主要指两部分人，一是指陈子善、陈梦熊这些献身史料研究的学者。
多年来，陈子善接连推出的辑佚成果总能让人耳目一新。
他在张爱玲作品的发掘上所做出的成绩人所共知。
台北皇冠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沉香》就是他发掘整理的张爱玲佚文的一部分。
陈子善在《（沉香）浅说》中感慨：“大作家的创作生涯往往漫长而曲折，往往生前或身后还有不少
佚文散落在茫茫报海、沉沉书涛，等待着有心人撒网打捞。
”陈子善就是一位成功的“撒网打捞”者，并且在“撒网打捞”的过程中享受着“发现的愉悦”。
不仅自己的发现使他愉悦，别人的辑佚成果也同样使他兴奋得废寝忘食。
当吴福辉及其弟子李楠将新发现的张爱玲的《郁金香》送他鉴定、判断时，他将作品“读毕已是次日
即九月十一日凌晨二时了，越发确信这篇凄婉动人的现代都市爱情小说出自张爱玲之手”，并于当天
下午写出了文章《喜见（郁金香）出土》。
陈梦熊致力于鲁迅研究多年。
所涉内容多为鲁迅作品年代考辨、鲁迅佚文佚事集录、鲁迅遗简掇拾等。
他所著的《（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一一鲁迅佚文佚事考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收录了一批较有价值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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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是由中西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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