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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约是受了文化研究的影响，文学制度研究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视角，陈思和、洪
子诚等专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成就，而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
制度研究》则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
文学制度研究的特点是更为关注文学发展背后的制度因素，比如国家在某一时期的文学（文化）政策
、作家社团、文学社团的组织机制、报刊、出版社、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机制、文学的评奖和审查机
制以及读者的接受机制、文学批评的约束引导机制等等，认为这些都参与了文学场域与文学话语的建
构，对文学活动的形态、文学的发展、文本构成、风格流派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一认识显然突破了长期以来单纯从审美角度或文本角度来理解文学，把文学史看成荚学史、思
想史或形式史的研究思路，为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王本朝说得更为清楚，他认为“文学制度支配、控制、引导文学的观念、形式和审美的发生和生成，
使文学超越作家的个人世界，超越纯粹的文本形式和语言领域，进入社会的公共空间，成为拥有强烈
的社会意识的审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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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制度》吸取了当今文学制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卓有成效地将其运
用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研究会”的考察中，分别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社团组织制度”、
“文学研究会的职业作家创作制度”、“文学研究会的编辑体制与传播制度”、“文学研究会的文学
论争与批评制度”等几方面对“文学研究会”的制度体系进行了探讨，为文学社团研究提供了一个新
的视角；一些为传统文本研究、作家研究、审美研究所忽视的材料，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对拓宽与
加深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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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秀萍，1973年出生于河北省固安县，大学、硕士就读于兰州大学，2006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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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一章 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社团组织制度第一节 强烈的全局意识：建设文化中心机构，行使文化
启蒙职责第二节 组织形式的社会化与规范化一、前期筹备的周密二、组织机构的社会化与规范化第三
节 组织运作的规范化努力一、会刊的设置与发行二、组织内部信息畅通的保障三、多项规划的制订及
实施第四节 松散而有序的群体聚合状态一、地缘纽带二、刊物纽带小结第二章 文学研究会的职业作
家创作制度第一节 职业作家的出现一、职业作家的出现及影响二、文学研究会推进作家职业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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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人”取消稿酬的举措三、文学研究会的作用第三节 队伍建设：文学新人的发现与培养一、郑振铎
的努力二、叶圣陶对文学新人的扶植三、茅盾的影响第四节 理论指导创作：对文学社会文化功能的强
调小结第三章 文学研究会的编辑体制与传播制度第一节 文学研究会报刊：现代传媒对文学生产、传
播与接受的参与一、编辑主体的影响：参与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二、媒体对作家的宣传策划：参与文学
的接受第二节 文学研究会丛书：现代文学与出版制度的结盟一、丛书的编选宗旨：展示新文学发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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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论争与批评制度第一节 文学论争机制一、与创造社的论争二、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三、与学衡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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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参考文献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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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相较于小说中强烈的文化意识、诗歌中的个人化抒写，文学研究会的散文创作更像二者的互补与
调整，无论写景、抒情、议论还是小品，多为立足于较广阔的文化背景，抒写现代人在时代冲突下的
感怀，社会关注与个人感怀密切相连。
　　应该说，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更为直接地层现出了文学研究会群体立足“文学中心”、实现文化
启蒙的最终理想。
体现在创作中的社会化追求与个人化抒写之间的调整与选择，正是现代文学群体所必然面临的现实。
虽然文学研究会在这种调整选择过程中始终坚持着社会文化功能的主流地位，因而没有能够完全获得
文学精神的自我生命。
但作为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它所提供的选择过程与模式，已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曾说：“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
学的进步”。
应该承认，文学研究会在创作实践中也在努力贯彻着自己成立时的这种初衷。
在始终秉承以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为中心的原则下，包容多种观念及创作实践的存在，并为其提供展
示的平台。
　　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并且直观地呈现，刊物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各种不同观念的并存，多种创作风貌的兼容，仅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包容性的空
间。
而这样的极富包容意味的空间的形成，在当时的中国，也只有刊物能够提供。
期刊以相对自由的联结方式，为很多对问题进行探求与思考的人都提供了发言的场所，大家可以在这
里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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