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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

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1840～1919)》内容简介：中国近代文学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反对内外压
迫者，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自中英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表现了一贯的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的
新特点。适应现实政治社会运动的需要，输入新事物、新名词、新思想以及新的文学观念，传统文学
理论发生了鲜明的变化和发展。批判乾嘉考据学和程朱理学，通经致用，文学亦有其用，成为近代的
进步思潮。以梁启超为代表，文学发出了革命的呼声。传统文学的历史地位动摇了，出入街谈巷议、
不入“九流”“四库”的小说，成为文学的“最上乘”。小说的理论、创作，外国小说的翻译，以及
中国古典小说的探索和新评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的局面，获得了盛极一时的成绩。资产阶级改
良派和革命派都重视小说，以小说为开通民智最有效的工具。
鲁迅于20世纪初留学日本，始习医学，曾用章回小说形式翻译法国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和
《地底旅行》，还是着眼于开通民智提高国民文化的问题。后舍医学而研究文艺，提倡文艺运动，以
为文艺可以振奋民族精神，改造国民性。作《摩罗诗力说》，论述19世纪上半纪西方进步的文艺思想
。同时与其二弟共同翻译出版了一本《域外小说集》。其中《谩》、《默》、《四月》三篇是鲁迅的
译文。这时他们翻译小说，目的在于介绍新文艺，引进“异域文术新宗”，藉以创造中国新文艺，并
以之转移国民性情，改造国民的精神和思想。后又创作短篇小说《怀旧》。论述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
，著《中国小说史略》。其最后三篇就是近代小说的研究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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