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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的一个分支，本卷试图从现、当代文学的各个侧面评述有关论辩的
历史情况及各方观点，希望为读者搭建一个回望“世纪性”论争的小小平台。
与论争过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相比，这个小小平台展示的空间和内容是有限的；不过，为搭建这个平
台，本卷作者们却也查阅了大量资料，有些还是人们平时不留心或不易看到的原始资料。
就像面对一片广袤的森林，为了给读者提供进出这片森林的方便，是他们初步清理了现场，疏通了道
路，设置了标志和路牌，庶几使壮游者不致探身丛莽，漫无目标。
古人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话也可大体用在各位作者身上。
总的说，这是一项开启性的工作，相信它的粗率与幼稚，将和草创之功同时受到读者关注。
当然，说到“开启”二字，我们不会忘记这套大型书系最早的策划者，是他们对这套书系进行了设计
，完成了早期的许多铺垫工作，并给予作者们一试身手的机会。
而我作为本卷的主编，也是在这套书系进行了一段工作之后才参加进来的。
20世纪是一个充满各种变数的世纪。
对于这些变数，中华民族一向十分敏感，因为它产生的各种正、负影响，往往深不可测，而其带有暴
力倾向的冲击波，总是向弱者释放，这样，我们这个积贫积弱的大国，就免不了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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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文学卷》于2006年5月问世　　《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是国家“十
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之一，从1999年开始提出选题并论证，到2004年至2005年出齐历史卷十一
册，再到今天出齐文学卷十一册并即将出齐哲学卷十三册和艺术卷五册，我们曾经历了许多困难和疑
惑。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对“学术论辩”自身概念的认定。
作为20世纪的学术思想的一种盘点方式，这个大选题有其独创性、原创性，也有值得思索的地方，如
“论辩”两字如何理解。
经过与主编的反复商量，我们最终确定为“论争”与“讨论”两种形式所表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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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大众化与世纪中国文学论争第一章　启蒙浪潮中的“文学民众化"探索　　一、“新民”与“文
学民众化”论争的初始化　二、新旧对峙中的“文学民众化”构想　三、小结：“文学民众化”之争
的启蒙性第二章　革命激荡下的“文学大众化”诉求　一、“文学大众化”论争的发生契机　二、“
文学大众化”论争的演化动力　三、大众化：以“组织大众”为目的　四、小结：作为“文学上的新
世纪”的“文学大众化”论争第三章　政治对抗中的“文学大众化"论辩　一、从单一到多元：论辩过
程述描　二、说话人：意识形态的规范　　三、受话人：文化的过滤与政治的提升　　四、文本：民
间化与新型化的互补　　五、小结：超越中的延续第四章　战争规范下的“文学大众化”建构　　一
、大众化：以抗战为中心　　二、解放区的单向性阐释　　三、国统区的多样化探讨　　四、小结：
大众话语理论体系建构的艰难选择　第五章　浪漫激情中的“新民歌"之争　　一、“新民歌”运动的
政治文化语境　　二、面向政治：作家的“新民歌”观　　三、偏离真实：大众的“新民歌”观　　
四、小结：民间性的偏失　第六章　意识形态性的凸现一“文学大众化”思潮的政治化特征　　一、
小引：政治化的必然性　　二、文学社团的次级政治文化性　　三、“集团艺术”的现实鼓动性　　
四、文艺奖金的规范引导性　第七章　大众需求的现实性规约一“文学大众化”思潮的民间化特征　
一、小引：民间化的必要性　　二、新诗的歌谣化　　三、小说的通俗化　　四、民间戏曲的再创造
　结语　“文学大众化”论争的历史意义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后记编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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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启蒙浪潮中的“文学民众化”探索尽管晚清与“五四”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
，它们却共同表现出对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的热情关注。
探究其中的原因，最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当然是晚清以来逐渐兴盛起来的社会启蒙思潮。
表现在文学潮流的演化上，就是在晚清之后开始出现了一股“启民”的文学思潮，也即普遍化的社会
启蒙思潮。
可以说，启蒙是晚清与五四时期“文学民众化”论争的共同文化语境之一，也是二者能够联系起来的
主要纽带，由于“启民”的文学潮流是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直接相关的。
因而，戊戌变法的失利进一步强化了文学对于普通民众转化的现实意义，而五四运动的发生则使人们
看到了普通民众在文学创作中的社会价值。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晚清和五四时期“文学民众化”论争的参与者对于民众话语的理解是并
不相同的。
一、“新民”与“文学民众化”论争的初始化戊戌变法失败后，生活于“下流社会”的、被视为“下
等人”的普通民众在政治变革的潮流中显得日益重要起来。
当时有人就激愤地指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可望的都在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
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
”汪仲贤深知"文明戏"在审美趣味上的恶俗化，所以他坚持民众戏剧必须是"高尚"的。
也就是说，"民众戏剧"不能一味地去迎合普通民众的审美心理，而是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引导，走出
以封建意识为核心的传统戏曲和"文明戏"的泥淖。
当然，"高尚"的戏剧也必然是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这也是"民众戏剧"所应当追求的。
同时，"民众戏剧"也必须是"通俗"的。
如果戏剧完全变成了高雅的东西，失去了普通观众，那么戏剧无疑也就丧失了生命活力。
虽然"文明戏"过于教化，也太随意，但是普通观众却能够接受它，主要是因为它具有通俗的特点。
所以，从提倡戏剧普及和实行通俗教育的目的着眼，"民众戏剧"也应当是通俗的。
陈大悲同样也是从"文明戏"的支持者转而倡导现代戏剧的。
与汪仲贤不同，陈大悲更加看重戏剧的教育意义，要求戏剧家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至于戏剧的艺术意义倒在其次。
他说："戏剧原不该而且不须挂着'社会教育家'的幌子，但是，无论如何，戏剧总免不了一点教育社会
的意味。
"正因为戏剧具有这种教育意义，所以戏剧家必须具备指导社会的"愿望与魄力"，将戏剧改造看成是一
件严肃的工作，坚决反对那些"口里有'民'，纸上有'民'，心里无'民'的阔人大老，对于戏剧不是一味禁
压，就是一味放任"的行为。
如果戏剧家心里真正存有普通民众，那么他就会自觉地通过戏剧去引导民众，指导社会。
因为戏剧是各种具有"伟大魔力的潜势力"中最有力的一种艺术形式。
然而，周作人却对此持反对意见。
因为提倡"民众戏剧"的许多戏剧家都是"文明戏"的从业者，而"文明戏"是以"教训出了名的"，周作人担
心"民众戏剧"也会落人"文明戏"的老路，所以他主张现代戏剧应当是"寓意不涉教训"的，因为"文艺的效
用是感染的，所以注入的方法不甚适宜"。
事实上，周作人主要是害怕"太教训的"方式会对戏剧的艺术价值构成威胁，由此也可以看出周作人是
坚守个人主义的艺术立场。
民众戏剧社最初是在汪仲贤的提议下成立的。
他从自己从事"文明戏"的经验出发，提出了"爱美的戏剧"的主张，要求民众戏剧社应当是一个"爱美的
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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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之争》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文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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