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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火”在中国燃烧（增补本）》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研究的是19世纪
末到1930年间“天火”——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国门的历史。
该书的方法论不是描写历史，而是以坚定的史料证实历史，凡摄入书中的历史事件、人物和社会运动
或其组织状况，皆注以详明的资料来源。
其征引之广泛，见解之深入，皆足为读者提供丰富而特别的收获。
该书自1980年代初问世以来，备受海内外学界推崇。
本次出版，增补了作者近二十年来相关研究的新论述，篇幅几与原著相等，内容更为丰厚。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火”在中国燃烧>>

作者简介

王观泉（1932-    ），研究员，著名学者，中国鲁迅学会事理、中国现代文学会理事。
其主要著作有《鲁迅年谱》、《鲁迅美术系年》、《鲁迅与美术》、《欧洲美术中的神话和传说》、
《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郁达夫》、《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被绑的普罗米修斯——
陈独秀》、《人，在历史的漩涡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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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再版感言1  初版前言1  本书引用书目索引1    第一部分    辛亥革命——新学冲击旧学——白话代替文
言——文学改良“八事”——三个推倒和三个建设——鲁迅与陈独秀的异同——先驱者的努力——鲁
迅的美学思想——林纾译“泰西小说”否定自己——分裂与净化——打开了世界之窗——中国人知道
了德国马克思14  第二部分    阿芙乐尔号炮声——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
变动》——《新青年》的业绩——从理论宣传到组织建设——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一一两次刊布
《共产党宣言》中的革命十大纲领——李大钊与《晨报》副刊——“过激主义”来了一一两支队伍—
—提出新兴文学的社会条件——一到苏维埃俄罗斯去——培养干部一一恽代英与《中国青年》——沈
泽民与肖楚女的见解——瞿秋白与《新青年》季刊——郁达夫论文学的阶级性——蒋光慈论文学的阶
级性——从“二七”到“五卅”——鲁迅向军阀冲锋陷阵的意义——未名社——鲁迅与《苏俄的文艺
论战》——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第一次中译——文学研究会——《俄国文学研究》号外—
—创造社否定昨日之我——郭沫若“目的意识性”获得“剧变”——茅盾在1921年——再谈《中国青
年》73  第三部分    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大量译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托洛斯基的《文学
与革命》——“同路人”理论与“第三种人”——哈克纳斯也是“同路人”——批判托洛斯基文艺理
论中的错误——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鲁迅译普氏《艺术论》时的分析——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理论——创造社的贡献——《文学和出汗》——重提文学的阶级性一一鲁迅“硬译”了多少—
—1931年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一一苏联文学作品的意义——提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题材
——瞿秋白的贡献——冯雪峰翻译得最多——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定义——日本普罗文学运动与中国—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129初版后记增补目录131陈独秀的国势调查与新文化运动163陈独秀与《新
青年》说述195中国奋起与“士”的觉醒219重印本《独秀文存》序256世纪末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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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两年，国际上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中国发生了五四
运动。
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E-2：545)。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出现质变，新加入这个阵营中力主促进革命发展的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最终目的要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提出了从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
接受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转变的问题。
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这样的优秀分子就是在这场革命中走向或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的。
也正因为这是一场涉及到世界观转变的深刻的革命，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阵营开
始第一次分裂，胡适就是在这场分裂中走向右翼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中国文化战线上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
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E一2：689)本章在结束五四运动以前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时期文学运动的叙述时，简单地回顾一下
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之前，在我国流传的一些情况。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段经历，是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形成，《共产党宣言》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政党的第一个
宣言书发表于1848年，都是发生在鸦片战争后不久的事。
英美等西方帝国和俄日等东方帝国瓜分中国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传入中国。
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中国封建锁国大门，发展掠夺性的殖民工业，农村迅速破产。
与此同时，原来十分薄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工业生产，在殖民工业的竞争和刺激下，经过引进近代
科学文化和生产手段的改革，获得了发展。
在殖民扩张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型阶级——工人阶级(产业无产阶级)。
但是这支队伍在其形成的初期尚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一一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才能
登上历史舞台担当起革命重任。
这将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
况且，帝国主义阶段殖民地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则是俄国革命的产物，是由列宁建树的。
因此，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的炮声，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是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阶级斗争和革命实
践的理论引进的。
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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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研究的是19世纪末到1930年间“天火”——马克思主
义早期传人国门的历史。
那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宪法出现、共产党成立⋯⋯可谓是中国近
百年史上思想意识最活跃的时代。
本书向您展示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其文艺理论指导下革命文学的萌芽、发展、壮大，这幅壮丽的
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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