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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下卷）》

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下)》，本书打破了按照时间排列的传统的文学史叙述方式，而是以文学思
潮为基本单元展开叙述，从而首先在共时性维度上展开了文学史。而后，在具体的文学思潮框架内，
文学现象才历时性地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在更为宏观的历史层面上，各种文学思潮的彼此消长，又
构成了文学的大历史。这种叙述方式的好处在于，可以完整地把握特定文学思潮的性质、特征和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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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些思想反映在文学上，无论在诗文还是小说戏曲方面，都主张要直接揭露封建专制的弊端，宣
扬发动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必要性。19031915年，革命派人士发表了大量文章阐述文学的这一功用问题
，在诗文理论方面，以柳亚子的《复报发刊辞》、陈去病的《大汉报发刊词》、章太炎的《驳康有为
论革命书》等为代表；在小说理论方面，以金松岑的《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新小说》
第17号，1905）、《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新世界小说社报》第8期，1907）、《学堂宜推广以
小说为教书》（老棣《中外小说林》第一年第18期，1908）等为代表；在戏曲剧本理论方面，以陈佩
忍的《论戏剧之有益》、失名的《观戏记》等为代表。这些文章大都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文学要积
极配合反清反帝的任务，批判封建落后思想及其制度，一切的文学都要有益于振起国民的爱国精神，
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革命精神。如荣骥生在《瑞西独立史序》中解释他翻译《瑞西独立史》的目的是
“用以输入自由独立之精神，以激醒我民心，以振足我民气，吾知四万万同胞，必将感动奋发，投袂
而起”。白葭认为《十五小豪杰序》是为了“吸彼欧美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心⋯⋯有不病魔退舍，睡
狮勃醒者乎？”晚清的改良主义人士也要求文学去批判封建思想及其制度，但是改良主义的目的是引
进现代性的理性思想改造国民素质，而革命派却是要唤起民众的民族革命意识，所谓“华夷之辨既明
，报复之谋斯起，其影响捷矣”。　　为了确立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主张，革命派人士还与封建主
义的文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晚清民初的文坛，为封建王朝（晚清王朝及袁世凯等的复辟王朝）粉
饰太平、装点门面、以文学压制革命的，有以陈三立、陈宝琛、郑孝胥为代表的同光体派，以林纾、
严复为辩护士的桐城⋯湘乡派，以易顺鼎、樊增祥为首的晚唐派，以王阎运为头的汉魏派，以康有为
为首的保皇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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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春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下）》打破了按照时间排列的传统的文学史叙述方式，而是
以文学思潮为基本单元展开叙述，从而首先在共时性维度上展开了文学史。而后，在具体的文学思潮
框架内，文学现象才历时性地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在更为宏观的历史层面上，各种文学思潮的彼此
消长，又构成了文学的大历史。这种叙述方式的好处在于，可以完整地把握特定文学思潮的性质、特
征和历史。    本书作为中国文学史的新的叙述，力求前沿性与科学性、思想性与学术性、逻辑性与历
史性、清晰性与丰富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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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这种悲哀，无英雄主义冲决天地的痛快淋漓，却更痛彻人心，因为它是最经常的属于凡人的
悲哀，它绵密而又丝丝入扣地织进普通人的生命中去，使其生命抹上一层无法褪去的黯淡底色，成为
最近人间的伤痛。”
        杨老师对沈从文的小说评价得好美！
2、思潮整理非常全。
3、以文学思潮为主线分析各类文本及作家，倒是挺清晰简洁的啦~
4、买回来之后我承认我怂了，读不下去
5、今天刚给师兄师姐说起，真的觉得写得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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