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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是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上海大学本年度的重
点建设项目之一，该项目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
言文字学等二级学科所属的主要选修课。
以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文化格局为背景，以革新前后的《小说月报》为切入口，探讨中国“现代文
学”及“现代文学期刊”衍生、传播与演变的基本规律，梳理《小说月报》在译介外国文学、确立现
代学术规范、塑造新文学创作范型等方面的得失，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真相，力图重新定位“现
代文学”观念。
　　《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旨在提高本科学生的人文素质，实现人文精神的
传承，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爱国精神、深厚文化素养和较强社会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
　　《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以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文化格局为背景，以革
新前后的《小说月报》为切入口，从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来系统缕析其作为第一个“现代文学期刊”
的生成过程，总结出版机构、社团论争、编辑立场等因素之于“刊物”这一文化产品面目塑造的特殊
作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学期刊”衍生、传播与演变的基本规律，梳理《小说月报》
在译介外国文学、确立现代学术规范、塑造新文学创作范型等方面的得失，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
真相，力图重新定位“现代文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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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丽敏，女，1971年出生，江苏无锡人，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自1995年似来，出版著作《洪深：激流中的呐喊》、《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合著)等，发表各类学
术文章三十余篇，有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
代文学研究》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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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现代性”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刊第一章　断裂与拼合：奔向“现代文学”的乌托邦　　—
—商务印书馆影响下的《小说月报》　　第一节　《小说月报》革新的背景　　第二节　《小说月报
》革新的缘由　　第三节　《小说月报》的革新　　第四节　《小说月报》革新：断裂还是拼合?　　
——对1921年后《小说月报》“现代文学期刊”形象的一种质疑第二章　喧嚣的突围：“为人生”指
向下的“现代文学”　　——文学社团格局中的《小说月报》　　第一节　《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
会　　——现代性考察的一种途径　　第二节　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　　——《小说月报
》现代性生发基点之　　第三节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争　　——《小说月报》现代性生发基点
之二第三章　冲突下的平衡：徘徊在现代性与文学性之间　　——《小说月报》的两种编辑立场　　
第一节　热情的呐喊：沈雁冰与《小说月报》　　第二节　缄默的钩沉：郑振铎与《小说月报》　　
第三节　沈雁冰被撤换：《小说月报》现代I生面貌的真正确立第四章　翻译现代性：“现代文学”诞
生的另类途径　　——革新时期《小说月报》上的翻译　　第一节　翻译现代性：思想与审美的分离
　　第二节　翻译现代性：在悬置与聚焦之间　　——革新时期《小说月报》对于俄国及弱小民族文
学的译介　　第三节　翻译现代性：剔除、强化与妥协　　——革新时期《小说月报》对于西欧文学
的译介第五章　入世与出世：“现代性”背景下学术规范的探索　　——革新时期《小说月报》上的
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　　第一节　理论塑造：处在强化与修改中的“自然主义”　　第二节　文学批
评(上)：立足于“题材”、“描写”的宏观批评　　第三节　文学批评(下)：掺杂着“爱”、“美”
的微观批评第六章　羁绊的飞翔：从“现代”到“非现代”　　——革新时期《小说月报》上的小说
创作　　第一节　底层关怀：“现代性”追求的张扬与肢解　　第二节　自我书写：被质疑、被解构
的现代性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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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现代性与现代文学期刊　　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情形相仿佛，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刊的格局
中，之所以有一些刊物被言之凿凿地命名为“现代文学期刊”，同样有着相当耐人寻味的意味，同样
可以理解为各种语境、各种力量、各种需要之间紧张对峙乃至冲突、妥协的结果。
　　如果发表于1918年的胡适的《鸽子》、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沈尹默的《月夜》、鲁迅的《
狂人日记》等作品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
的现代文学作品首先是发表在《新青年》这样的社会综合性期刊上，而并不是发表在真正的现代文学
期刊上。
这似乎是在暗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诞生与其说是与文学期刊等因素联系在一起，还不如说，更多
是与社会、国家命运的现实进程这样的现代性需要联系在一起。
　　这就注定了“现代文学期刊”的出现乃至运行，必然是命运多舛的。
按照一般文学史的理解，现代文学期刊似乎就是现代文学及其相关文学因素影响下的产物。
其论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现代文学期刊必然是某种“现代”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晶。
比如说，《小说月报》与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创造季刊》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新月》与唯美主
义文学思潮，《现代》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等等。
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期刊都相当自觉地承载着某种它所认可的现代文学思潮，当然，这里的“现代”
其所指可能并不是一样的，有西方式的与不发达国家理解的差异，也有外部世界与文学自身现代性追
求的不同。
但不管怎样，任何一种现代文学思潮的被负载，似乎就已经决定了这种文学期刊的现代性价值。
　　其次，现代文学期刊的运行必然是与“现代”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情况在五四时期特别明显。
《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与创造社，《新月》与新月社，《语丝》
与语丝社，等等，无不说明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与文学期刊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而且，一般说来，总是有了文学社团，然后才诞生相应的文学杂志。
这就是说，在正常情形下，文学社团成员的文学观念、美学倾向、艺术追求、文学活动，等等，基本
上就决定了刊物的倾向与立场。
因此，现代文学刊物的运行史某种意义上似乎就成为了文学社团或流派兴衰成败史的一种诠释。
　　再次，现代文学期刊基本上是现代作家作品的集合场。
作为发表的阵地，刊物必然要与作家、作品发生关系。
一个刊物的基本作者群落、发表的有影响的作品、提出的有争议的命题等，构成了刊物的基本面貌。
而依据常规的看法，文学期刊只是提供作品附着的载体，因而它只是属于形式范畴的东西；而作家、
作品往往是作为期刊的内容、本质出现，似乎刊物的实质主要是通过作家、作品来体现的。
　　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一份刊物之所以能被赋予“现代”的桂冠，主要是由刊物承载的内容(作
家作品的立场)的现代性决定的。
疑问就在于，文学期刊本身是否真的只是作为一个近乎透明的载体出现?文学期刊的运行是否就是作家
、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社团等文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学期刊真正特性的考察由此成为一个
突破口。
事实上，如果客观地考察一下文学期刊得以诞生、运行的种种因素，会发现，在上述文学性因素之外
，另外还有一些常常被人所忽视的物质性东西，有些时候它们甚至比上述文学性因素更能决定一个刊
物的面貌。
　　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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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上海大学本年度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该项目包括中国现当代文
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二级学科所属的主要选修课。
以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文化格局为背景，以革新前后的《小说月报》为切入口，探讨中国“现代文
学”及“现代文学期刊”衍生、传播与演变的基本规律，梳理《小说月报》在译介外国文学、确立现
代学术规范、塑造新文学创作范型等方面的得失，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真相，力图重新定位“现
代文学”观念。
　　本书旨在提高本科学生的人文素质，实现人文精神的传承，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爱国精神、深厚文
化素养和较强社会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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