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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简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提高大学生综合审美素养和文学素养的基础课教材或通识教材，既可
作为高校各专业的公共选修课教材，也可作为各文科专业的基础课教材。
具有三个特点：专业性、前沿性与浅易性，也就是三个字“专”、“前”、“易”的紧密结合。
这是一部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学科前沿性而又浅显易懂的教材。
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晚清文学写起，一直写到20世纪中期，以利于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发展历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采取以概要论述呈现历史线索的方式去编撰，不追求面面俱到，更不贪多求全，只是通过对重点问题
的概述，示例地展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演变轨迹，明辨其得失及影响。
这种写法打破了以往教材以编、章、节为结构的传统模式，完全以重点问题勾连篇章，这是体例上的
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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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狱上的天堂六 海派文学的其他作家七 文本快读八 思考与练习九 参考书目第十一章 鲁迅的杂文及
后期创作一 鲁迅杂文的价值和意义二 鲁迅杂文的内容与战斗精神三 鲁迅杂文的独创性四 《故事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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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后期小说创作四 文本快读五 思考与练习六 参考书目第十三章 老舍：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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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诗歌和散文的多样选择第十六章 解放战争中成长的文学第十七章 路翎与国统区的文学创
作第十八章 《讲话》与解放区文学的创作第十九章 张爱玲与沦陷区的创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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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04年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希望“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胡
适在20岁之前，也曾于1908年实际参与白话报纸《竞业旬报》的编辑工作，写下不少白话作品。
这两位文学革命最早的倡导者，其白话文学、文学革命的思想，经历了近10年的酝酿。
在这种白话报刊创办的热潮中，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白话作品。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上发表了大
量政论，如《少年中国说》、《新民说》等，“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清代学术概论·
二十五》），风靡一时，号称“新文体”。
革命家秋瑾1904～1906年间分别在日本和上海创办了《白话》杂志和《中国女报》，发表了一些如《
敬告姊妹们》.等有影响的作品。
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等著作，都是新文学运动之前10年左右极有影
响的“白话文”作品。
在小说创作领域，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正式提出“
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
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这里发出了晚清小说变革的最强音，将中国传统文学中长期不入大雅之堂的小说置于思想、文艺革
新的首要位置，具有革新性意义。
在同一期《新小说》杂志上，梁启超也发表了自己创作的仅有四回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
称这部作品“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小说主要通过黄克
强、李去病两人的多次论辩，阐明梁启超的改革主张，并无多少一般小说描绘、刻画的成分，但是梁
启超将大量的论辩、演说、论文、章程、条文等成分融入小说之中，恰恰显示出小说这一文体的综合
性和复杂性。
他的创作不失为对于传统小说及小说观念的突破，是一部开风气之先的划时代的作品。
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小说创作，尤其是他一系列旗帜鲜明的理论倡导，直接促成了“嘶小说”的诞生
。
《新小说》杂志1902年11月在日本横滨创刊，1905年终刊，共出24期，是中国最早的小说期刊，吴趼
人的《痛史》（第1-27回）、《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1-45回）、《九命奇冤》（第1-36回）等晚
清代表性作品，均发表在这本小说杂志上。
因为发表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般将《新小说》的创刊视为晚
清“新小说”诞生的标志。
梁启超的“新小说”理论是和他的“新民说”的启蒙主义思路相一致的，这一点对于“五四”时期新
文学作家如鲁迅及文学研究会的一些作家都有着直接、深入的影响。
直至1917年文学革命时期，钱玄同仍然认为：“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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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年前，我初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学习唐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那个有着严重口音的老师讲起文艺论争来云山雾罩，让学习认真的同学不明就里，让思想活跃的同学
纷纷远离课堂。
看着硕大的阶梯教室里越来越少的同学，年轻的我心中充满了不安和疑虑。
倒是第二学期的黄老师讲得动情入理，吸引了不少年轻的心。
人到中年的黄老师终年戴着帽子，据说是当年念研究生时用功过度造成了秃顶。
老师讲到刚刚30出头的萧红在香港凄惨离世时，眼里顿时泪花莹莹。
他急忙调过头去擦黑板，试图遮掩真情的流露。
许多年过去了，往事随风而逝，老师那厚厚镜片之后突涌的泪水成了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部温馨
回忆。
后来，我读了研究生，再后来念了博士，虽然专业换了三个，但始终没有离开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承认的和待发现的优秀文本成了我们研析的对象。
在知识的生产与传授中，一种触手可及的激情时常叩击着心扉，我希望把这种阅读的愉悦带到课堂，
带给学生。
我喜欢在讲课时念诗，每当我读《凤凰涅槃》、《我不知道风是向哪个方向吹》的时候，教室里鸦雀
无声。
我喜欢拿文本说事，每当讲《萧萧》、《金锁记》、《结婚十年》的时侯，教室里真是静得出奇。
每每此时，我就想：文学史课原来是很精彩的啊！
只不过是学者和老师没有找到更好的表述方式罢了！
一个明代历史的爱好者“当年明月”（笔名）可以把《明朝那些事儿》写得那么精彩，吸引了数以百
万计的读者，为什么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就不可以写出一部好看、好读、好用的《简明中国现代
文学史》呢？
于是，20年后，我尝试去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尽己所能。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简明中国现代文学史》依然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传统划分，并
没有打通整个20世纪文学。
作为一部新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部教材的创新具体表现在：第一，将文学史的讲述与文本选
读结合起来，使课堂讲授有了鲜活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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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简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简明中国现代文学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