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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近代文学研究的萎缩期；近代
文学研究的繁荣期。20世纪正是近代文学研究繁荣期的高峰，本书力求反映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突
出成就、重要观点以及存在的问题，但同时也反映出了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以及带有规律
性的东西，以叙为主，史论兼顾。

Page 2



《近代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

Page 3



《近代文学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绪论：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曲折历程
第二章 近代文学史的断代与分期研究
第三章 近代文学的特点及其原因研究
第四章 近代文学思潮研究
第五章 近代启蒙诗文研究
第六章 近代维新派诗文研究
第七章 近代革命派诗文研究
第八章 近代旧诗派研究
第九章 近代桐城派研究
第十章 近代词研究
第十一章 近代侠义公案小说研究
第十二章 近代狭邪小说研究
第十三章 晚清小说综合研究
第十四章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家研究（上）
⋯⋯
后记

Page 4



《近代文学研究》

章节摘录

书摘    其二是对早期话剧(文明戏、新文明戏)产生的原因进行考察。盂广来和胡智锋把早期话剧称之
为中国话剧的“创生期”，时间是1899—1919年，恰好二十年。他们对“中国话剧的起源”作了如下
概括：         中国话剧的源头，不是某一种戏剧形式——或改良戏曲(时事新戏)，或传统    戏曲，或日
本新派剧，或西方话剧，而是这几种戏剧形式的“杂合”；换言之⋯    ⋯创生期话剧是由这些因素共
同作用而促成的。  当然，其中起着“质变”作用    的因素是西方话剧。袁国兴则把早期话剧的形成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99—1914)谓之“以我化人”或“中西合璧”阶段，就是传统戏曲吸收西方
话剧，形成“改良戏曲”。然而这条“戏曲改良的道路没有行得通”。原因在于“改良戏曲”“不中
不西”，非驴非马。于是进入“以人化我”或“反‘客’为‘主”’的第二阶段(1914—1919)，也就
是“改良戏曲引退”，而将西方话剧加以“整体移植”，才使话剧在中国得以“自立门户”。    其三
是对近代诗文变革的原因进行考察。仅以郭延礼的论述为例。他认为：近代文学“一系列的变化”，
是由“西方文化对近代思想的渗透”而“引起”的。而“最先引起变化的是诗歌”。早在19世纪六七
十年代，西方的火轮船、照相机等就成了中国诗人描写的对象。到了“‘诗界革命’时期”，西方的
尸新思想、新事物、新意境”，更普遍进入了“诗人的视野中”；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新世瑰
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康有为语)，“直开前古不到境，笔力纵横东西球”(丘逢甲语)，“吟
到中华以外天”(黄遵宪语)。从而“使诗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感受由祖国河山之美扩展到异国风光的
鉴赏，由古代传统历史文化延伸到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
博爱乃至政治上的民主革命、共和政体，这些新的概念，也逐渐进入了诗人的审美范围；使作家的审
美理想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又认为：“西学的输入，对于中国近代散文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
他借用黄人《序》中的话描绘了“在西方文化影响下近代散文钓变化”概况：“中兴(按指‘同治中兴
’)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按指日本)文化，灌输脑界，异质化合，乃孽新种，学术
思想，大生变革。”“故其文光怪瑰轶，汪洋恣肆，如披《王会》之图，如观楚庙之壁，如登喜马拉
山绝顶，遘天地释与阿修罗鏖战，不可方物。”    三、贝青乔研究    贝青乔是鸦片战争时期投笔从戎
的爱国者和诗人。可是20世纪上半期却很少有人进行研究。直到60年代，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
史》(4)才对贝青乔的诗有所论述。该书认为其诗“跌宕有奇气”，“生平具干济才”。又弓I《咄咄
吟》的“瘾到材官定若僧”和“天魔群舞骇心魂”两首诗，指出“前首纪奕经门生武官张应云，当敌
人来攻时，犹卧吸鸦片；后首记宋国经军戴纸糊面具，装着鬼怪，跳舞而前，敌人以枪炮迎击，遂不
战而溃败”，从而有力地讽刺、“揭露了清王朝腐朽的军事史和昏庸误国的罪状”。    王永健的《试
论贝青乔的》对贝青乔及《咄咄吟》进行了全面评价。王永健认为，由于贝青乔亲自参与了抗英斗争
，所以其“纪‘东征’事而以‘咄咄’为题，其寓意也极为明显”。该诗虽不乏讴歌抗敌者和同情受
难者的思想，可是，“全诗的重点，显然放在对形形色色、比比皆是的咄咄怪事的记叙和抨击上。对
于清军官兵那种昏庸懦怯的可笑可愤的情状，以及在强敌人侵的国难时期统治集团通敌卖国，尔虞我
诈，争权夺利的丑恶行径，诗人都作了大胆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王永健认为，《咄咄吟》的艺术
形式和语言也有特点：第一，“因事作诗，就诗作注，以诗纪史，以史征诗，诗与小注互为补充”，
但其组诗是在继承前人遗轨的基础上创造的。第二，诗人无论歌颂或讽刺人物，都“描绘得栩栩如生
，有一定的典型性”。第三，“叙事状物，细致具体”，且将“政论性与讽刺性有机结合”，“在纪
事中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第四，“语言通俗、自然”，并将方言俗语及新名词
、译名人诗，“可谓‘我手写我口’、‘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先导”。这是20世纪系统地与全面地
研究《咄咄吟》的专文。其后，郭延礼论贝青乔的诗歌，认为其“虽具有较丰富的思想内容，但艺术
上不够成熟，尚未成家”。    宋诗派最有价值的是同情人民的疾苦与揭露时政弊端的诗篇。陈则光认
为，祁嶲藻的《感河南直隶二案，时久不雨》，是反映河南新乡农民和河北阜平农民被清朝官吏迫害
致死的诗篇；《肩舆道覆，夷于右臂，作此自遣》是反映“农民不堪官府的榨取，不得不弃农来作轿
夫”的作品。陈则光指出，祁嶲藻“身居高位，尚能体恤民情，对那些不念人民艰苦的官吏，不引为
同调，颇为难得”。而因指陈时务，受过惩处，写诗不敢接触时政的何绍基，“在内忧外患，战火连
年”，“国势凌夷，生灵涂炭”的动乱时代，也写下《普贤西向》，“愤而责问西向的普贤菩萨，为
何‘见劫不救’，  ‘见贼不戮”’?陈则光认为，何诗中“责问的普贤菩萨，实际上是影射无能的在
位者”。王飙认为，由于郑珍对“困苦生活”“体验真切”，因而他写反映自己“贫病饥寒”生活的
诗，如《屋漏诗》、《湿薪行》、《贷米》、《断盐》、《瓮尽》等，真实动人。而且那些“记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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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悲惨境遇，揭露官吏敲骨吸髓罪恶”的《经死哀》，“揭露清政府苛捐重税，层层盘剥”的《抽厘
哀》、  《南乡哀》、  《禹门哀》、《江边老叟诗》，以及“直接把官府清兵比作豺狼”的《捕豺行
》，更反映了诗人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与对社会现实黑暗的深刻揭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写了
《煮海铅厂三首》和《吴公岭》等，“描写了铅厂工人和运盐劳工环境的恶劣、劳动的繁重与生活的
凄惨”，是“最早反映矿工生活的作品之一”。论析明确，有一定的深度。    除此之外，宋诗派揭露
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颂扬为民谋利与为国效力的官吏的作品，也得到了研究者的肯定。陈则光认
为，莫友芝“愤斥帝国主义侵略”的诗，在他的诗作中可谓风毛麟角，但是他的《有感》(海腥吹入汉
宫墙)诗“斥骂(英法)侵略者为‘海腥’、‘杂种’、‘鳞介’，对咸丰帝逃往热河，清廷的无能、容
忍，以至签订割地赔款的北京条约，有所微讽”，不失为“表现爱国主义的诗篇”。郭延礼认为，莫
友芝的《有感》(海腥吹人汉宫墙)诗，“运用宋太祖征南唐和汉文帝弃珠崖事，明确指出近代帝国主
义的入侵远非古代南唐、珠崖可比。南唐是本民族的事，珠崖，古代虽属‘蛮夷’，但和英、法等殖
民主义者是不同的。以此来唤醒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可谓难能可贵。郭延礼还认为，何绍
基所写《沪上杂书》、《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作⋯⋯》、《次韵答黄岐农水部》等诗，“表现了诗
人一定的民族意识”，也“痛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至于像邓显鹤“对历史上的爱国者如屈原
、贾谊、何腾蛟怀有崇高的敬意”，并作《后长沙秋感十首》，对“起用林则徐治国安邦”抱有热烈
的“期望”，以表示他对“爱国志士”林则徐的“推重”，也是很有价值的作品。”       以上这些评
论表现了研究者对宋诗派诗歌思想内容的研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从诗歌本身所蕴藏的思想出发，深
入探讨，既论其以议论入诗与以考证人诗为特征的创作，也发掘其反映现实生活较有社会历史价值的
作品。至于其歌咏自然山川而表现出飘逸灵动的诗，研究者则是与其艺术风格糅合在一起加以认述的
。    20世纪学者对王词艺术风格的研究也始终没有中断。朱祖谋谓“君词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
，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止庵氏说契若针芥”。但朱氏之论：，并不完备。后来，龙榆生作《清季四
大词人》，1认为王鹏运早期的《袖墨词》、《虫秋词》浸淫于王沂孙之《花外集》，又受浙西词派
之影响，亦兼姜夔，心摹手追，颇有功力；中期的《味梨》，因与文廷式唱和之作多，与稼轩、东坡
为近，词风悲壮，在《祝英台近·次韵道希感春》、《声声慢·腥余海气》诸词中，体现最明显；后
期的词，如《庚子秋词》、《春蛰吟》、《南潜集》等，则是“冶众制于一炉，运悲壮于沉郁”。龙
榆生指出，其词“虽模拟之迹未尽化除，而用力之精勤，情感之浓烈，推为清季词·坛大师，自可当
之无愧色也”。但龙榆生之论，也欠周密。有的学人认为，其词主要“从王沂孙、吴文英、张炎人手
，而直人周邦彦、姜夔之阃奥，然后再取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风格”。因此，其词既有周邦彦、姜
夔的“典雅、含蓄”，又有韦庄、李清照的“清丽”，还有苏、辛的“清雄；豪放”，并在时代情绪
的熏陶中，“形成了以含蓄雅丽、低徊婉转为特色的风格”。其用典虽恰到好处，但也有“晦涩”难
解之处。评论周全，有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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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吕薇芬，张燕瑾20世纪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变化大，发展最快，其过程也极其曲折复
杂，既有昂扬奋进、慷慨悲歌，也有荒诞滑稽。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在这时代的浪潮中思索、探求、觉
醒、创造，推动着学术的发展，也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一个世纪是一个关键和
重要的世纪。在这百年之中，中国从贫穷、落后、封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展成独立自主的
、强大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
观念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学术领域，也经历了转型、发展变化的过程。    20世纪的文学研究，是从
传统的古典型向科学的现代型转化的过程，它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同步、这种转化的一个明显标志是文
学研究从边沿不清、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学问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有独立品格的现代人文科学这种转
变是全面的，从文学观念到研究方法，从思维方式到表达方式都有巨大的变化。转化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渐进的、积累的、曲折反复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大致说来，这一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从世纪之交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起始阶段；五四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发展阶段；
从1949年至1978年是学术一统化阶段；1978年至今，是学术多元发展阶段。这样的阶段划分，是根据
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情况而做的大致划分，但文学研究的情况复杂，这样的划分
也许不尽妥当。后两个阶段的划分，分歧应当不大，问题在于一、二阶段的划分。之所以将五四作为
第二阶段的起始，是因为五四运动中，不但输人了新的文学思想和观念，介绍了不少新的文学研究方
法，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与古典文学很不同的新文学。然而，五四运动毕竟是一个政治运动、思想运动
，而学术思想的成熟、学术成果的产生是需要时间的。因而，徐公持先生将百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发展
的第二阶段，划分在1928年（《四个时期的划分及其特征—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近代化进程
论略》，载《百年学科沉思录》，《文学遗产》编辑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98年9月）；陈伯海先生将中国文学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划分在1923年左右（《二十世纪中国文
学史学之检讨》，出处同上），都是很有道理的。至于文学研究大学科下的各小分支学科，又各有各
的具体情况，如本丛书的词学研究部分，将第二阶段，即词学研究初步繁荣阶段的起始，定在1930年
左右，也是以词学发展的具体情况作为依据的。所以说，上述的阶段划分，只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划分
，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丛书时，能注意到这些纷繁的情况。    起始阶段是现代思想观念在中国继续传播
和扩大其影响的时期（现代思想观念在19世纪后期已开始在中国传播），也是文学研究开始走向现代
化的科学研究道路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文学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受西方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影响，“文学”这一学科概念逐渐科学化。中国古代的文学，往往与文
章同义，其涵义很广泛，不但包括诗、词、赋、曲、小说，也包括了政论文、书启、考释乃至哲学论
文、章奏、策论等等，其范围大致与《昭明文选》所选录、分类的范围相同，可见文学观之渊源深长
且牢固不变。但是在历史发展的大形势下，在社会转型的关头，文学观念不可能不发生变化，文学逐
渐从文史哲不分的“文章”中剥离出来，有了比较科学的内涵和外延。其次，俗文学（指与诗、词、
文、赋为主的雅文学不同的、历来受轻视的小说、戏曲、说唱、民歌等）地位大大提高。这一情况的
发生，一方面固然是因为20世纪以来，国门渐开，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另一方面，自戊戌变法失败
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及国内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发动民众、开启民智的重要性，从思想上强调了中
国固有的民本思想，也比较容易接受西方的民主、民权思想。因而就发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特殊的现象
，即文学革命不是从地位很高、渊源深长的雅文学开始，首先提出的却是”小说界革命”的口号。由
于当时小说、戏曲界线不太分得清，“小说界革命”实际上包括了戏曲界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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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从变化迅速、纷繁复杂的大量文学研究现象中，概括本阶段中国文学研究总体性历史特征及发展
的基本线索；探索中国文学研究从传统研究向科学化、现代化转型的轨迹和形态，研究二者的继承、
革新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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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只读了狭邪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研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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