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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

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872-1914)》由袁进主编，本书匠心独具地选取文学广告作
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材料，采用编年体的结构模式、书话体的叙述方式，在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交汇点
上重新书写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并辅以相应的历史图片。全书既有宏大的文学史视野，又细致入微
地呈现历史的微观图景与细部生态，力图还原中国近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原初景象和历史脉络，揭示
出一个较以往更为阔大、丰富、复杂的文学史图景，展现了文学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
    《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872-1914)》叙述的是1872-1914年文学的历史。

Page 2



《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

作者简介

袁进，生于1951年7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小说分会会长
，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曾撰写出版《张恨水评传》、《鸳鸯蝴蝶派》、《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
》、《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等学术著作，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
、《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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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学报》与复古主义思潮/ 193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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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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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李叔同的学堂乐歌/ 206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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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奴吁天录》的小说与话剧/ 211
11月
王国维：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奠基人/ 214
1906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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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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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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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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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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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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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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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15/05/12
2、本以為會是如同現代文學三十年一般大咖雲集精心編寫的鴻篇巨製，沒想到大咖是有，都做主編
了，全書的目錄和序言最好看⋯⋯正文部分應該是分派給復旦的碩博生寫的⋯⋯參差不齊。挺失望的
。
3、中国近代报刊文献断句练习册——以文学广告为中心
4、近代比较重要的内容基本都在了，但是对新材料的挖掘比较欠缺
5、via （读秀包库。。
6、终于读完了，欠一篇书评。附之前感想：这书我给二星，因为我太失望，不想给平庸而及格的三
星。我觉得袁进组稿没有组好。很多稿子写得太平庸，也可看出写作者在此领域没有深度耕耘的迹象
。当然各人有各人科研任务，没有用力似也不应苛责。最近有个我感兴趣的学术点，看了此书竟让我
萌生继续研究下去没有意义的绝望。直到今天阅读他书有时才缓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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