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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建師範大學文学院:百年学术大系(上中下)》包括汉语言文学研究，文学教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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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文学运动初期在介绍写实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欧洲的浪漫主义文　艺思潮。　　在近代中国
，最早从国外介绍浪漫主义文学的是鲁迅。20世纪初，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曾以启蒙主义者的姿态
，在《摩罗诗力说》中较为系　统地介绍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诗歌，殷切渴望在中国也能出现像拜
伦、　雪莱那样一批“精神界之战士”，来唤醒尚处于愚昧、落后状态群众。但　鲁迅在异国大地上
发出的战斗的呼声，当时还未能在祖国的旷野上得到热　烈的呼应。　　到了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才
与现实主义一样，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学现象。当时，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所以会引起重视，首先是与人
们迫切要求全面、系统了解近代欧洲文艺思潮的发展程度有关的。茅盾曾经指出：“在中国‘五四’
运动以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爱好文艺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所最留心研究的虽然是西欧的现实主义的文
学--特别是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然而为了钻研欧洲文艺思潮的历史的发展，对于浪漫主义诸大家的
作品也是寄以颇大的兴趣和注意的。”①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介绍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之所以
成为一时的风尚，最根本的，是出于发展中国浪漫主义新文学的迫切需要。五四时期，带着辛亥革命
还不曾有的彻底反帝反封建姿态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与之相伴随的是以反对封建礼
教和封建文化思想，争取个性自由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展开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
这个狂风暴雨式的时代，出现一个汹涌澎湃、摧枯拉朽的浪漫主义文学势头并与现实主义一起成为早
期新文学运动的主潮，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适合表现五四运动所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激情和当
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动荡情绪。　　新文学运动初期对欧洲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介绍是得到普遍关注
的。不仅提倡浪漫主义的文学社团热心介绍，而且提倡现实主义的作家也认为介绍浪漫主义是必要的
。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茅盾虽着重介绍现实主义，新文学运动初期在介绍写实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
欧洲的浪漫主义文　艺思潮。　　在近代中国，最早从国外介绍浪漫主义文学的是鲁迅。20世纪初，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曾以启蒙主义者的姿态，在《摩罗诗力说》中较为系　统地介绍了19世纪欧洲
浪漫主义诗歌，殷切渴望在中国也能出现像拜伦、　雪莱那样一批“精神界之战士”，来唤醒尚处于
愚昧、落后状态群众。但　鲁迅在异国大地上发出的战斗的呼声，当时还未能在祖国的旷野上得到热
　烈的呼应。　　到了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才与现实主义一样，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学现象。当时，欧
洲浪漫主义文学所以会引起重视，首先是与人们迫切要求全面、系统了解近代欧洲文艺思潮的发展程
度有关的。茅盾曾经指出：“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爱好文艺的青年知识分子的
所最留心研究的虽然是西欧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特别是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然而为了钻研欧洲文艺
思潮的历史的发展，对于浪漫主义诸大家的作品也是寄以颇大的兴趣和注意的。”①但这还不是最主
要的原因。介绍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之所以成为一时的风尚，最根本的，是出于发展中国浪漫主义新
文学的迫切需要。五四时期，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彻底反帝反封建姿态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在中国
大地上兴起，与之相伴随的是以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思想，争取个性自由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
的蓬勃展开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这个狂风暴雨式的时代，出现一个汹涌澎湃、摧枯拉朽的
浪漫主义文学势头并与现实主义一起成为早期新文学运动的主潮，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适合表现五
四运动所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激情和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动荡情绪。　　新文学运动初期对欧
洲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介绍是得到普遍关注的。不仅提倡浪漫主义的文学社团热心介绍，而且提倡现
实主义的作家也认为介绍浪漫主义是必要的。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茅盾虽着重介绍现实主义，但他也
充分肯定浪漫主义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与积极作用，坚决反对那种将浪漫主义“唾弃到地”，
而将写实文学‘‘高抬到天”的形而上学错误倾向。①他认为，“浪漫的精神常是革命的解放的创新
的”。②茅盾重视浪漫主义，显然是与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历史要求有关的。从他早期一度提倡新浪
漫主义，主张文学作品在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假恶丑，，的同时，又能展现“隐伏在罪恶的下面”的
“真善美”，在冷静的客观描写中体现鲜明的主观思想，可以看出他早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也包含有
浪漫主义的因素。在同时期文学研究会一些作家的创作中，也有重主观的浪漫主义色彩。这说明，现
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不是互相绝缘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原来提倡浪漫主义的作家在理论倡导上都
转向现实主义，这虽有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对文学提出新要求这一客观原因，但多少也表现了对浪漫主
义是否必要继续存在的怀疑，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矫枉过正。至于20年代末无产阶
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后，浪漫主义不再与现实主义一起成为主潮，当然是由于严酷的斗争形势更需要
‘‘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所致，但事实上在当时的革命现实
主义文学中不乏革命浪漫主义因素，而且在这之后，革命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仍然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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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地体现在郭沫若等革命作家的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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