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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是以比较独特的方式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作。该
书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年在不同媒体上刊登的文学艺术类广告为核心线索，通过编年的形式将各种
广告呈现出来，并以这些广告为切入点，分析广告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及文学信息，从而构成一
部以广告为核心的文学史叙述。该书按照历史时段，共分为四册，分别由袁进、钱理群、吴福辉、陈
子善主编，联合学界诸多优秀学者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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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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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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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年新诗集的出版与销售/ 007
3 月 《小雨点》：“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 012
4 月 胡适的“半部”文学史/ 017
5 月 “开明人”的选择与“开明风格”/ 023
7 月 陈铨的《天问》与吴宓的“可哀”/ 029
广告的艺术、作用和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 033
8 月 近代英美诗选的最佳编著者/ 037
11 月 左翼刊物在政治、文学与营销之间/ 042
12 月 “南国诗人”田汉与南国社首次沪上公演/ 048
林语堂：又一个“叛徒与隐士”？ / 055

1929 年
2 月 中国化的“颓加荡”：邵洵美及其唯美主义实践/ 062
蒋光慈《丽莎的哀怨》遭批评/ 070
4 月 巴黎情境与巴金的国际主义视景/ 075
9 月 梁实秋的“新古典主义”批评文字/ 083
鲁迅为青年作家写序/ 087
大学文学教育与新文学/ 092
11 月 20 年代末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097

1930 年
2 月 《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出版与鲁迅等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译介/ 104
张秋虫的《新山海经》与现代中国的“胡调人”/ 109
3 月 洪灵菲的《流亡》一度流行/ 113
原汁原味的“海派弄堂小说”/ 117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121
唯美主义的《死水》/ 126
5 月 从查封艺术剧社到捣毁影片公司/ 133
《骆驼草》：“趣味的恶化，作者方向的转变”？ / 137
6 月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倡导/ 143
7 月 现代滑稽小说的“俗”和“雅”/ 148
8 月 国民党中宣部刊物《文艺月刊》的宣言和编辑策略/ 153
《小品文选》：梁遇春的小品文理论/ 156
9 月 被称为“扛鼎”之作的叶圣陶长篇《倪焕之》/ 162
国民党中宣部对文艺刊物、作品的查禁/ 165

1931 年
1 月 《啼笑因缘》的形成和“啼笑因缘旋风”/ 172
2 月 传统型的侦探小说：程小青的《霍桑探案》/ 176
3 月 中国传统章回小说走向现代化/ 181
黄震遐：《陇海线上》和《黄人之血》/ 187
关于“左联五烈士”被害事件/ 190
6 月 用作品给作家或社团起绰号（1930 年代初文学生态）/ 196
11 月 “从别国里窃得火来”：鲁迅及左翼对苏联文学的介绍/ 202
悼念徐志摩/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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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冰心要求更正她关于“普罗文学”的谈话/ 214

1932 年
5 月 “一·二八事变”与战争文学热/ 219
传记文学写作的“勃兴期”/ 225
30 年代的歌德热及歌德在中国/ 230
新文学作家评传和作家论/ 232
《现代》杂志与“现代派”诗/ 234
《现代》：中国杂志史上的一个“准神话”/ 240
6 月 《地泉》三部曲和它的五大序言的“清算”作用/ 249
7 月 从《现代儿童》看儿童文学的兴起/ 254
叶灵凤的《灵凤小说集》及其他/ 258
《珊瑚》：“五光十色”的爱国杂志/ 262
8 月 国民党政府推动的通俗文艺运动/ 266
9 月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鲁迅的“晚明观”/ 270
电影《啼笑因缘》显示世俗生活的现代性趋向/ 275
10 月 告别奥尼尔：洪深30 年代的转向/ 281
左翼新人沙汀短篇集《法律外的航线》/ 287
11 月 “新月派”的另一独特贡献/ 292
“旧文人”在30 年代/ 297
12 月 《自由谈》里的“伪自由书体”杂文写作/ 302
爱国小说、国难小说和抗战小说/ 307
“文章之美”：“破天荒”的废名小说/ 313

1933 年
2 月 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 322
3 月 田汉的转变/ 326
穆时英与左翼的殊途：从《南北极》到《公墓》/ 332
《西线无战事》与“非战小说”的主题广告/ 339
“茶话”与“咖啡座”：“海派”散文的都市语境/ 348
4 月 作为中介的日本/ 357
换个角度看“文艺自由论辩”/ 364
5 月 左翼文艺运动的国际联系和相互支持/ 372
读者热购《子夜》/ 377
6 月 刘云若及其“津味小说”/ 382
丁玲失踪及长篇小说《母亲》的出版/ 387
8 月 《望舒草》：为什么删去《雨巷》？ / 391
“高尔基在中国”与“中国的高尔基”/ 394
30 年代回眸初期白话诗/ 401
9 月 现代书局首创编写《中国文艺年鉴》/ 406
叶圣陶为巴金写广告谈《家》的典型性和成书过程/ 410
10 月 《山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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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是以比较独特的方式呈现中国现
代文学史的著作。该书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年在不同媒体上刊登的文学艺术类广告为核心线索，通
过编年的形式将各种广告呈现出来，并以这些广告为切入点，分析广告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及文
学信息，从而构成一部以广告为核心的文学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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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能是我偏見，還是覺得錢理群老師寫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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