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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是以比较独特的方式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作。该
书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年在不同媒体上刊登的文学艺术类广告为核心线索，通过编年的形式将各种
广告呈现出来，并以这些广告为切入点，分析广告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及文学信息，从而构成一
部以广告为核心的文学史叙述。该书按照历史时段，共分为三册，分别由钱理群、吴福辉、陈子善主
编，联合学界诸多优秀学者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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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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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子善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37-1949)》是以比较独特的方式呈现中国现
代文学史的著作。该书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年在不同媒体上刊登的文学艺术类广告为核心线索，通
过编年的形式将各种广告呈现出来，并以这些广告为切入点，分析广告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及文
学信息，从而构成一部以广告为核心的文学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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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研二看的，还不错
2、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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