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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汪龙麟所构建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思路，已经摆脱了作家作品论的固有思考模式，结合时代的特点，开
始从宏观上把握近代文学的特质。
近代社会是一个急剧动荡的社会，日益危急的社会形势，促使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提出各种各样
的治世药方，也有着万花筒式的创作心态，这便使近代文学具有既不同于古代文学，又不同于现代文
学的独特形态；但它又确确实实是古代文学的延续，是现代文学的源头。
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应当给予特别关注的“桥梁文学”。
龙麟还讲授过宋元明清文学史课以及戏曲史、小说史选修课，2001年底又出版了60万字的20世纪学术
史著作《清代文学研究》，对百年清代文学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这都促使他能从文学发展流变中观
察近代文学，从深度的文化底蕴中理解近代文学，促成了他对近代文学思考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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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困境中的彷徨与解脱——近代初期文学（1840-1894）　　第一章　尊情与刺世——龚自珍的
诗文创作　　中国古代诗歌经唐宋极盛之后，一直未有大的起色。
元人重曲，诗作可观者不多。
明清两代，宗唐宗宋，争吵不休。
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诗坛上仍为这种浓厚的复古氛围所笼罩．尽管乾嘉诗坛上也颇有一些虽宗唐绍宋
而能自出机杼的诗人，如黄景仁宗唐而不囿于唐，厉鹗习宋而不缚于宋，但传统“载道”诗学观的文
化熏染，乾嘉时期屡兴文字狱的现实刺激，考据学风的书斋追求，使得大部分诗人不敢妄越雷池，于
是宗唐者惨淡经营着琐碎无聊的意象，宗宋者孜孜以求着缥缈无迹的义理，且各立门户，相互指摘。
诗歌创作已成为既无补于国事、也无关于个体情怀更不敢关乎现实民生的书斋苦吟，文字游戏。
显然，鸦片战争前夕的诗坛，已是困境重重，诗歌变革是大势所趋，这一历史重任是由极具承担意识
的近代作家来完成的。
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评价近代诗歌的功过得失，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龚自珍、梁启超等近代诗
人的锐意革新精神，中国诗歌由古典形态迈向现代新诗的门槛将是不可想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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