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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世纪以来，由信息科技的突飞猛进所推动，媒体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发展，迅速完成了由慢媒体向快
媒体、由贫媒体向富媒体、由单媒体向多媒体等转变。
相对于社会需要而言，媒体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不再匮乏，而且已经“溢出”。
我们为各种各样的媒体所包围，无力消化它们所提供的海量信息。
报纸越来越厚，广播电视频道越来越多，网页甚至增长到了天文数字。
媒体不仅早就是产业，而且在并购中形成不容小觑的“帝国”，在全球范围内营造着与之相适应的信
息世界，左右着社会生活。
在媒体加速发展的这一历史时期，文艺也经历了巨大变革。
各种形式的“终结论”以前所未有的高分贝一再宣布文艺之死，但事实上文艺却以同样前所未有的高
能量显示自己推陈出新的活力。
文艺生产的效率越来越高，文艺发表的门槛越来越低，文艺门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文艺流派的迭代
越来越快，文艺作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文艺受众的参与热情越来越看涨。
文艺早已走出象牙之塔，融人审美化的日常生活，并在这一过程中“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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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文学与现代传媒》着重研究了19世纪以来媒体与文学的互动。
《新文学与现代传媒》共分五章，内容包括新文学与现代杂志；现代文学副刊与初期革命文学运动；
鲁迅文集的出版与传播；新文学作家与现代传媒；新文学的社会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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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烨，男，博士，1967年生，安徽濉溪县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200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20世纪革命文学的研究，已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
刊物发表近30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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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媒体发展与文艺变革之间，绝不只是简单的历史同步，而是充满了各种形式的互动。
各种崭露头角的新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向文艺伸出橄榄枝，力求借助文艺的魅力为自己拓展空间；各
种笋尖乍冒的新文艺也几乎不约而同地向媒体奏响欢迎曲，试图借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
，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
”①但是，厨川白村强调，文艺为“人间苦的象征”须恪守两个原则：一、必须“忘却名利，除去奴
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下来，这才能成文艺上的创作”；二、象征的作品世界应是“改装”、
像梦一样的“具象化”世界，“人生的大苦患大苦恼，正如在梦中，欲望便打扮改装着出来似的”②
。
除了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外，厨川白村在第三部分中提出诗人是预言者、时代的先驱。
他说，文艺者“为预言者的诗人”、“总暗示着伟大的未来”，“因为自过去以至现在继续不断的生
命之流，惟独在文艺作品上，能施展在别处得不到的自由的飞跃，所以能够比人类的别样活动——这
都从周围受着各种的压抑——更其突出向前，至十步，至二十步，而行所谓‘精神底冒险’。
超越了常识和物质，法则，因袭，形式的拘束，在这里常有新的世界被发现，被创造。
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还未出现的事，文艺上的作品里却早经暗示着，启示着的缘由，即全在于此”
。
③所以，大文艺家常常是“文化的先驱者”，因为“既然文艺是尽量地个性的表现，而其个陛的别的
半面，又有带着普遍性的普遍的生命，这生命即遍在于同时代或同社会或同民族的一切的人们，则诗
人自己作为先驱者而表现出来的东西，可以见一代民心的归趣，暗示时代精神的所在”④。
这种暗示、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厨川说：“决不是固定了凝结了的思想，也不是概念；自然更不是
可称为什么主义之类的性质的东西”，“只是茫漠地不可捉摸的生命力”，“也就是思潮的流，时代
精神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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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文学与现代传媒》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文学与现代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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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