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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释文学史》

内容概要

丽娃学术沙龙是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学术活动组织。《重释文学史》收录了近年
来在丽娃学术沙龙讨论过的论文，内容以文学为主，涉及古今之外的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也有少量语
言学和民俗学的文章。因为关涉到诸多对文学史现象的重新评价，编者以“重释文学史”为总题。《
重释文学史》是“丽娃学术沙龙”的第一次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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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释文学史》

书籍目录

“文学”的建构与重释文学史／1——兼论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意义文学史中的符号
流向和“易”的框架／13——一种解决历史书写悖论的尝试文学史：文类、叙事和历史语境／28认识
与智识：跨语境视阈下的艺术终结论／43暮归的诗学：孟浩然的诗艺习得与超越／64李清照《词论》
价值重衡／81从“《诗》、《礼》相解”论王安石的《诗经》学／92论中国古代戏曲编年与戏曲史观
念／106重写文学史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反思／116——以中国古代小说史为中心论陈衍的“学人之诗”
说／126“小说”与“杂家”／143“文学”与“文章”义说／153回归与开拓：语言一文学汉语作为中
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关键词／165伪满洲国时期文学杂志新考／181上海城市文化传统中的“江南”初
探／194——以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创作为例高晓声与他的“国民性话语”／206——兼谈当代文学
史的写作“寻根文学”与民族认同的建构／219表现形式与经验世界的纠葛／230——论孙甘露的《呼
吸》“文学批评个人化”：在后形而上学范式下／241孟婆汤的记忆格式化与文化抵抗／252东汉买地
券著录、研究情况概述／261后记／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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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释文学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但新文体既产生之后，仍然有一般人保存着旧的文体。这种人‘舍其所胜，而就其所不胜，
皆寄人篱下者耳”’。“时代”所意味的时间价值体现了新的文类形态依时间的推进取代旧形态的观
念。2.文类应有整合的功能，必须以系统的方式确定不同体裁各自的位置，要是仅仅把不同种类、代
表不同规模的文学体裁不加区分地进行罗列的话，非但不能在文类上给人启迪，反而会造成混乱。胡
怀琛说：“中国文学，体裁之多，名称之杂，为他国所未有。日歌，日谣，在古者体例各别；日文，
日笔，至近日界限难分；或名存而实亡；或名同而实异。”②针对这种芜杂且没有历时性观念的文类
划分方式，文学史的工作是“划其界而正其名”，以现代观念对传统文学施加统一的解释。使每种体
裁谨守派给自己的领地，并做到术语的前后一致，符合常理。自1935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
个十年：1917-1927）》确定西式的文类四分法（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的权威性以来，日后谈论
中国文学时，俱以此为纲。但问题接踵而来，现代的中国文学史对过往文类的鉴定重组虽然干脆利落
，可是这个过于统一的解释却取消了文学经验的多样性，结果则是从各种西方的观念中选择部分，形
成超越地方性的文学类型，建构一个“国民”的、单一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过滤形成的“标准”文
学史所蕴含的进化论和目的论的倾向显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的。在钱锺书看来，那种认为文类发
展是前后承接的观点在理论上或许成立，实际上却做不到，“夫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
，后继则须前仆。譬之六朝俪体大行，取散体而代之，至唐则古文复盛，大手笔多舍骈取散。然俪体
曾未中绝，一线绵延，虽极衰于明，而忽盛于清：骈散并峙，各放光明，阳湖、扬州文家，至有倡奇
偶错综者，几见彼作则此亡耶。复如明人八股，句法本之骈文，作意胎于戏曲，岂得遂云制义作而四
六院本乃失传耶。诗词蜕化，何独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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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释文学史》

编辑推荐

《重释文学史》：丽娃学术沙龙论丛·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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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释文学史》

精彩短评

1、搞什么嘛，起个这么取宠的名字。
2、书有些被破坏，印刷装订的不是很好，希望下次购买的时候收到好一点的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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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释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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