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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文学研究》收录了作者任访秋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的两部论著。其中《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
作为“前锋丛书”第三种，1944年由河南南阳前锋报社印行，繁体竖排，嵇文甫作序。当时因时局动
荡、物资匮乏，用纸极差，印数甚少，至今已保存无多。随后南阳沦陷，下卷的出版已不可能，甚至
原稿也在战火中丢失。《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作为开封师院中国语文系的讲义，是1957年由师院函授
教育处铅印，繁体横排。此次出版整理一并以简体字排印，参考了作者当时的勘误记录，只对其中明
显的文字错误作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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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访秋（1909—2000），原名维焜，字仿樵，笔名访秋，河南南召县人。任访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
国现代文学和中国近代文学三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出了富有开创意义的重要贡献
。他文史兼治,古今不隔,学问淹博，精进不息，给世人留下了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和丰富的精神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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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
序
第一编 文学革命运动的前夜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政治
第二章 清末民初的思想
第一节 绪言
第二节 严几道所介绍的西方学术
第三节 康、梁的变法维新与复辟尊孔论
第四节 章炳麟的反儒家论
第五节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
第六节 余论
第三章 清末民初的文学
第一节 诗
第二节 小说
第三节 散文
第四节 翻译文学
第五节 余论
第二编 文学革命运动
第一章 运动的始末
第一节 原因
第二节 经过
甲 新文学运动的讨论期
乙 新旧两派的论战期
第三节 革命运动的成功
第二章 对这次革命运动的总检讨
第三章 伴着文学革命运动而产生的诸问题
第一节 整理国故运动
第二节 征集民间文学运动
第三节 国语统一运动
第三编 新文学之萌芽与成长
第一章 时期的划分
第二章 初期试作的时代(民国六年至民国九年)
第一节 诗歌
甲 理论的商讨
乙 创作
第二节 小说
甲 理论的商讨
乙 创作
第三节 戏剧
甲 理论的商讨
乙 创作
第四节 翻译
第五节 本期作品的特色
第三章 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时代(民国十年至民国十四年)
第一节 时代背景
第二节 新文学会社的产生
甲 文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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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创造社
丙 语丝社
丁 上海戏剧协社
戊 其他非纯文艺会社的组织
第三节 创作
甲 诗歌
乙 小说
丙 戏剧
丁 散文
第四节 本期作品的特色
参考书目举要
中国现代文学论稿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学习现代文学的目的
第二节 学习现代文学的方法
第三节 现代文学的特点
第四节 现代文学在发展中的两个时期五个阶段
第二章 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第一节 文学革命运动发生的原因
第二节 文学革命运动的发生与发展
第三节 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
第三章 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运动的起来
第一节 新的形势
第二节 新的方向
第三节 新的斗争
第四章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上)
第一节 “革命文学”运动的起来与文学阶级性的论战
第二节 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和它在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开展上的历史意义
第五章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下)
第一节 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在左联领导下的逐步发展与壮大
第二节 苏区文艺
第六章 左联成立前后的文学创作
第一节 革命的浪漫主义运动
第二节 批判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
第三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萌芽与发展
第四节 这一阶段创作的特点
第七章 抗日战争前期的文学发展
第一节 抗日文学运动展开后在理论上的论争
第二节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这几年间抗日文学在创作上的表现与发展
第八章 鲁迅
第一节 伟大的战斗者的一生
第二节 从革命的民主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三节 创作——小说、散文诗、杂文
第四节 从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第五节 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与“中国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第九章 郭沫若
第一节 生平
第二节 由争取自由与个性解放到鼓吹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第三节 自始至终贯穿着高度爱国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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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由革命的浪漫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第十章 瞿秋白
第一节 生平
第二节 文艺批评上卓越的贡献
第三节 创作与翻译
第四节 对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所起的巨大作用
第十一章 茅盾
第一节 生平
第二节 创作的两个时期
第三节 《子夜》
第四节 创作方法与写作特点
第十二章 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
第一节 叶绍钧
第二节 老舍
第三节 巴金
第四节 曹禺
第十三章 反映抗日战争与歌颂抗日战争的作家
第一节 艾青
第二节 沙汀
第三节 夏衍
第十四章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一节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原因
第二节 座谈会前文坛所曾经提出与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文艺讲话的现实基础
第四节 毛主席总结性讲话的伟大成就
第五节 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正确性及其伟大意义
第十五章 一九四二年后解放区与国统区文艺的发展
第一节 解放区文艺的发展
第二节 国统区文艺的发展
第十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文学的新发展
第一节 全国解放后新形势的发展
第二节 文艺理论与政策
第三节 创作上的新成就
第四节 所以有这种新气象与新成就的原因
第十七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民诗人
第一节 李季
第二节 贺敬之 丁毅
第十八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民小说作家(上)丁玲
第一节 作品的三个时期
第二节 反映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土地改革的杰作《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第三节 从批判的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第十九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人民小说家(下)赵树理
第一节 生平
第二节 两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第三节 写作特点与艺术成就
第四节 赵树理作品的出现在中国人民文学的发展上的巨大意义
第二十章 总结
第一节 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文学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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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外国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第四节 总结过去，展望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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