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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

内容概要

本书从二十世纪的经济状况与文化背景切入，探讨古典文学向新文学转化的根源与契机。构想新颖，
独辟蹊径，能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的篇章，大部分都曾在国内的下列报刊发表或转载过：《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新
华文摘》、《人民日报》、《文汇报》、《苏州大学学报》、《中文自学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复
印资料》等。从二十世纪的经济状况与文化背景切入，探讨古典文学向新文学转化的根源与契机。构
想新颖，独辟蹊径，能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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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

作者简介

栾梅健，男，1962年生于江苏常州。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
究中心副主任。多次赴韩国、俄罗斯和台湾、香港等地进行学术交流。专著有《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
学》、《纯与俗：文学的对应与沟通》、《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雨前沉思——余秋雨评传
》、《安那其的家园——巴金》等十余部。主编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概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
司2003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在海峡两岸广受欢迎，影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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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

书籍目录

前言序缘起上编——经济篇一、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文学兴盛的契机二、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
出现三、社会形态的嬗变与文学主题的流向四、文体革命的要求与艺术形式的创新中编——文化篇一
、“五四”时期现代文化心理的觉醒二、对现代文明的反拨与民粹主义思潮三、大后方文学：五四精
神的全面萎缩四、延安文学：农民文化的时代选择下编——人才篇一、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读者群体的
转变二、现代与古代不同的作家队伍状况三、“五四”和新时期两代作家的知识构成余绪本书主要参
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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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确是自《诗经》以来我国数千年漫长的文学历史中极其特殊的一个文学阶段
。近代新闻、出版业的兴盛，使文学传播手段大大提高；1905年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新教育”在
改变着人才培养方式的同时，也大大地扩展了作者队伍与读者群体；稿费制度的确立，使作家的精神
产品可以直接转化为生活资料，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拥有了真正意义_上的职业作家⋯⋯这都是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根本区别于传统文学的地方。如何来观照这些特殊的文学现象？并如何使自己的研究能
够建立起与这一时期文学崭新的有机联系？一切偏重于文学本体研究的批评方法与体系，诸如精神分
析方法、原型（神话）批评方法、形式主义、语义符号学、结构主义、诠释学，等等，都可能会偏执
于一端而不能全面地作出评价。因为它需要回答的是一个“它是为何产生并如何生成”的问题，而不
是对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个文学流派进行的具体研究。这自然就需要一个涵盖面极广、并能真正体现与
这一时期文学存在对应关系的分析视点与研究手段。　　在这里，率先在西方兴起的文艺社会学极具
启迪意义。法国当代评论家埃斯卡皮认为：“一方面是文学的专业化，另一方面是文学的广为传播，
两者在1800年前后达到了临界点。正是在这时，文学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尺度。”埃斯卡皮是在
评价著名文艺社会学家斯达尔夫人时说这番话的。在1800年，斯达尔夫人出版了《从文学与社会制度
的关系论文学》一书，首次尝试把文学与社会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做系统的研究，被誉为文学批评史
上第一部专门论述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巨著。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知识的专门化促使科学和技术活
动逐渐脱离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学的范围缩小。然而同时，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图书出版业的发
展，文盲的逐渐减少，从前作为一小批文人贵族所垄断的特权的文学变成了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的文
化选择。文学成为提高广大民众智力水准的手段。正是在这样大的社会背景下，将作家当做职业的人
来研究，将文学作品当做传播方式来研究，将读者当做文化商品的消费者来研究——这种在人们传统
的眼中颇有渎圣之嫌的研究方法，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成为一种必需的工作。继斯达尔夫人之后，特
别是自法国哲学家孔德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创立实证社会学以来，文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展深
入。在不断完善着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相当准确地映现出了西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文学面
目与文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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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

精彩短评

1、赞同经济篇，有些观点存疑，会去了解更多的材料。但很高兴，这次“长途跋涉”的确没有空手
而归。
2、论证大多不够踏实严谨，情感色彩太多；有些判断很成问题；历史现场的逻辑有些被颠倒有些颇
牵强有些被矫枉过正
3、经济篇写得很好，但文化篇和人才篇就很勉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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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

精彩书评

1、那时候比较浅薄，总觉得用“发生”这种瞬间性的词汇去描述一个过程，是一种创新，而且达到
了更为生动的效果。这本书对我个人启发蛮大的，所以时隔好几年了仍然可以丝毫不差的记住作者和
书名以及封面装帧，这也算是一种缘分。书的内容比较丰富，引用的事例也很贴切，当然了这本书的
亮点是写作角度而并非深厚的文字功底。其中谈到大家鲁迅等等一批人尤其是鲁迅先生为何可以“横
眉冷对千夫指”这个问题，也谈到有的出版社欠了鲁迅先生很大一笔稿费，具体购买力实为惊人。从
小接触的鲁迅作品中，从未把鲁迅这么高大伟岸的精神形象与金钱联系在一块儿，因此第一次看这本
书的时候着实有些吃惊。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经济的保障作用决定了文化的程度。具体内容不做详
解，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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