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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

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文学专业、新闻传播专业的主干课程，也是对理工类、艺术类学生进行素质教
育的必修课程之一，在各个大学的教学体系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位置。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可以深
入了解“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进程，进而对20世纪前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有所认识
，对于学生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建立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目前大多数院校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基
本上采用“文学史”结合“作品选”的模式。数量众多的经典作品是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本书希望以新的文学史观为基础，通过既精练又有代表性的选目，呈现出中
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为高校的教学提供一个兼具学术新意和实用价值的作品选本。对于任何
文学作品的选本而言，选家的眼光都是最为关键的要素。本书在选目上力求做到经典性和全面性兼顾
，既要体现出现代文学史的总体脉络，又要精选出最具代表意义和典型价值的作家作品。在具体篇目
的选择上，我们在尽可能保证经典不被遗漏的前提下，努力突出新意，放弃了各种选本中常见的部分
篇章，收入了一些相对“冷门”、但同样优秀的作品。这既是为了尽力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丰富和
多样，同时也希望借此凸显我们开放、进取的学术思路和眼光，进而体现出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前
沿观点。例如，在胡适的白话新诗中，本书收录的《十一月二十四夜》很少见于其他作品选。之所以
如此选择，便与胡适新诗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有关。此外，为了尽可能完整体现文学发展的全貌，也
为了适应不同类型学生的学习需求，本书还收录了几部电影剧本。作为电影艺术与文学相结合的叙事
文体，电影文学剧本因其边缘性而长期受到忽视，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选都不曾收录.本书在这些方面
作出的尝试，希望能对学术研究视野的开拓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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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

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的编目原则，是以文体为单位，以作品发表或出版的时间顺序编排。同一
作家如果有多篇作品入选，则相对集中于该作家首篇入选作品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由中
国传媒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师合作完成。封面署名的排列顺序，以各位教师所撰写的
《作品导读》的字数多少为依据。参与编写工作的教师，大多拥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具备学术研究的深厚实力。同时又都是在一线从事教学的骨干教师，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因此在本教材的篇目编选和导读写作等方面，能够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教学体会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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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

书籍目录

序  前  言  小  说　在酒楼上  　奔  月  　超  人　春风沉醉的晚上　竹林的故事　绣  枕　拜  堂　为奴隶
的母亲　丈  夫　菜竹山房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春  阳　山峡中　九十九度中　篱  下　断魂枪　华威
先生　在其香居茶馆里　小城三月　封  锁　小二黑结婚　一  吻　职  业　嘱  咐　附一：中长篇小说
存目诗  歌　小  河　窗  外　十一月二十四夜　夜步十里松原　春水(节选)　弃  妇　葬  我　心  跳　在
那山道旁　我的记忆　　血  字　一朵野花　距离的组织　手推车　十四行集(节选)　小时候　封  锁
　小二黑结婚　一  吻　职  业　嘱  咐　附一：中长篇小说存目诗  歌　小  河　窗  外　十一月二十四
夜　夜步十里松原　春水(节选)　弃  妇　葬  我　心  跳　在那山道旁　我的记忆　血  字　一朵野花　
距离的组织　手推车　十四行集(节选)　小时候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　金黄的稻束　王贵与李香香(
节选)散  文  影的告别  女  吊  故乡的野菜  “春朝”一刻值千金  雪晚归船  给我的孩子们　在寒冷的腊
月的夜里　金黄的稻束　王贵与李香香(节选)散  文  影的告别  女  吊  故乡的野菜  “春朝”一刻值千金
 雪晚归船  给我的孩子们　⋯⋯戏剧电影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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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

章节摘录

插图：在水保走后，年青人就一面等候一面猜想到这个大汉子是谁。他还是第一次同这样尊贵人物谈
话。他不会忘记这很好印象的。人家今天不仅是同他谈话，还喊他做朋友，答应请他喝酒！他猜想这
人一定是老七的“熟客”。他猜想老七一定得了这人许多钱。他忽然觉得愉快，感到要唱一个歌了，
就轻轻的唱了一首山歌。用四溪人体裁，他唱得是“水涨了，鲤鱼上梁，大的有大草鞋那么大，小的
有小草鞋那么小。”但是等了一会还不见老七回来，一个鬼也不回来，他又想起那大汉子的丰釆言谈
了。他记起那一双靴子，闪闪发光，以为不是极好的山柿油涂到上面，是不会如此体面好看的。他记
起那黄而发沉的戒子，说不分明那将值多少钱，一点不明白那宝贝为什么如此可爱。他记起那伟人点
头同发言，一个督抚的派头，一个军长的身分——这是老七的财神！他于是又唱了一首歌。用杨村人
不庄重口吻，唱得是“山坳的团总烧炭，山脚的地保爬灰；爬灰红薯才肥，烧炭脸庞发黑。”到午时
，各处船上都已有人烧饭了，湿柴烧不燃，烟子各处窜，使人流泪打嚏，平铺到水面时如薄绸。听到
河街馆子里大师傅用铲敲打锅边的声音，听到邻船上白菜落锅的声音，老七还不见回来。他爬到后梢
去检察，找到了米桶，用铜盆舀肮脏河水淘米煮饭。可是船上烧湿柴的本领年青人还没有学到，小钢
灶总是冷冷的不发吼。做了半天还是无结果，只有把它放下一个办法了。应当吃饭时候不得饭吃，人
饿了，坐到小凳上敲打舱板，他仍然得想一点事情。一个不安分的估计在心上滋长了。正似乎为装满
了钱钞便极其骄傲模样的抱兜，在他眼下再现时，把和平已失去了。一个用酒糟同血所捏成的橘皮红
色四方脸，也是极其讨厌的神气，保留到印象上。并且，要记忆有什么用？他记忆得到那嘱咐，是当
到一个丈夫面前说的！“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该死的话，是那么不客气的从那吃红薯的大口
里说出！为什么要说这个？有什么理由要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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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

精彩短评

1、物流很给力。。。。。。。。。。。。。。。
2、书的外表不错，里面还没看，应该不错！
3、选编很费心思，导读非常精彩
4、正版，读起来很舒服
5、粗略看了下，内容挺丰富。是考研用的，一直没买着，还好当当上有卖。
6、不缺乏现代文学的作品积累了！
7、导读的文字很细致，受益匪浅。
8、没有茅盾说明不考
9、字体不大，但看着还算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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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

精彩书评

1、由于与近代中国历史、政治的复杂关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科书的编辑标准尤其不好把握。从以政
治正确为第一要务，到在重写文学史的质疑声中“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努力，学界的研究思路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而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也经历了从草创到确立的发展过程。作为曾经烜赫一时
的显学，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和作品选可谓汗牛充栋，但专业研究者和大学教师还是感到了实际操
作过程中研究和教学的脱节。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晓明先生就看出现代文学中存在的“研究上的持续
前行”和“教学上的严重滞后”的矛盾。他甚至断言：“倘若单看目前通行的有些文学史教材，你简
直会觉得他们还停留在1980年，不要说那九十年代初迈出的第二步，就是八十年代迈出的第一步，也
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文学史如此，作为其姊妹产物的作品选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正如张鸿声
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讲授大学现当代文学的教授，绝非都懂得‘作品选’如何‘选’以及如何
‘评’”。因此，无论从研究需要还是学科建设来看，一本能体现新的文学史观、能介绍学界新的研
究成果、适用于当前教学的作品选本都备受期待。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正是一本将现代文学研
究的最新成果与教学实践结合起来的、力求“做到经典性与全面性兼顾”的选本。 　　 归纳作品选
集的种类，无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自己的史识和审美追求而编选的颇具个人风格的文选、诗集
，兴致到处还会加上注释评点；另一种是为教学方便而选编的教科书。志在辑录“事出於沉思，义归
乎翰藻”之类美文的《昭明文选》属于前者，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以下简称《导读》）则
属于后者。编辑选本看似容易，只是把成品文章拿来筛选、重新排列一番，实际很能考验选家的审美
眼光和历史洞见力。因此，一个好的选本会像其中所选的经典作品一样，在经过大浪淘沙之后，仍为
人津津乐道。凭一己之造诣，选一本供文人雅士品头论足的集子或算风雅事一件，编选教科书却往往
吃力不讨好。编者既要争取在选本中留下自己的痕迹，昭示出有别于其他的“这一本”的独特性，又
要顾全大局，考虑到学术个性与实用性的融合，力求面面俱到。个性不明显容易被批评为教条僵化、
不思改进，稍有标新立异又会触动那些守旧的神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学教科书修改事件，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由于与近代中国历史、政治的复杂关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科书的编辑标准尤其不好
把握。从以政治正确为第一要务，到在重写文学史的质疑声中“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努力，学界的研
究思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也经历了从草创到确立的发展过程。作为
曾经烜赫一时的显学，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和作品选可谓汗牛充栋，但专业研究者和大学教师还是
感到了实际操作过程中研究和教学的脱节。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晓明先生就看出现代文学中存在的“
研究上的持续前行”和“教学上的严重滞后”的矛盾。他甚至断言：“倘若单看目前通行的有些文学
史教材，你简直会觉得他们还停留在1980年，不要说那九十年代初迈出的第二步，就是八十年代迈出
的第一步，也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文学史如此，作为其姊妹产物的作品选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正如张鸿声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讲授大学现当代文学的教授，绝非都懂得‘作品选’如何‘
选’以及如何‘评’”。因此，无论从研究需要还是学科建设来看，一本能体现新的文学史观、能介
绍学界新的研究成果、适用于当前教学的作品选本都备受期待。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正是
一本将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教学实践结合起来的、力求“做到经典性与全面性兼顾”的选本。
　　首先，在篇目选择上，不再过多囿于传统意识形态，而是从新的文学史眼光出发，选取了一些文
学性很高，但在以往的选本中被无意或有意忽略的作品。比如小说一编中出现的鲁迅作品，不是表现
其呐喊的《狂人日记》，而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在酒楼上》；选取的吴组缃的作品也不是其左翼
风格强烈的《一千八百担》，而是叙事流畅、心理刻画细腻的《菉竹山房》。再如诗歌一辑中徐志摩
的《在那山道旁》、郭沫若的《夜步十里松原》都是传统选本中不常见的。对戴望舒、卞之琳、穆旦
等诗人诗歌的选择也不沿用惯例，而是选取了他们中后期比较成熟的作品。这显然有编者力图使现代
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努力。但这绝非意味着抛弃“史”的脉络，只把选本做成一个个零碎的审美片
段。而实际上《导读》的独特之处正在于用作品串起一部文学史，虽然是精选，但你能在其中找到任
何一个重要流派的作品。　　在编写体例上，《导读》也体现出独运匠心之处。编者属意于“作品导
读”，而不是“作品选”或“经典作品赏析”，正有其建构文学史的意图所在。与普通选本只是编选
作品原文不同，《导读》在每篇选文后都附作品导读和拓展阅读。“导读”不单单是对所选作品的片
段赏析，而是一篇篇融合了作者介绍、背景分析、文本细读、文学史梳理等内容、可以独立成篇的美
文。“拓展阅读”所提供的参考书目主要有两个部分，首先是该作者的其他重要篇目，其次是较有份
量的研究专著。由此，作品不再孤立，经由导读和拓展阅读的补充说明，现代文学“史”的脉络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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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

清晰起来。即便对现代文学史所知甚少的人，阅读完《导读》，也能对其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而这
些，正体现了编选者的初衷。　　这种将最新研究成果和教学实践结合起来的尝试，还体现在入选的
电影剧本中。同样作为学习西方的产物，电影这种现代艺术与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现
代作家是电影的热衷者，同时也是电影剧本的编撰者，如夏衍、张爱玲等。而电影的蒙太奇等手法也
对现代小说创作产生过影响，如穆时英、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作家对生活横断面的截取，对光与影的捕
捉，场景交换组接技巧的运用无不来自电影的启发。《导读》中选取了三个电影剧本，尽管数量不多
，却很具代表性。《申屠氏》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剧本；《春蚕》是一部典型的由名家小
说改编的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则代表着后期技巧相对圆熟、商业上较成功的一类剧本。通过对这
前、中、后期三个剧本的导读，编者不仅贯穿起现代电影剧本的发展史，而且向读者展示了电影剧本
发展的三个不同方向。而从这三个剧本编剧的身份来看，无论是洪深，夏衍还是张爱玲，都是现代文
坛上的名作家。将他们创作的电影剧本与其他门类文学作品两相对照，其中的联系与区别便可见一斑
了。　　在版本方面，编者也不是随意为之，不加挑选，从某个集子里拿来就用，而是广泛涉猎旧报
刊，选用最初公开发表的版本，并在每篇选取的文章后面标明出处。对版本学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
或由于出版形式的不同，如从报刊登载到成书出版，或由于历史政治原因，如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
现代文学中的很多文章在重新发表或结集出版时都经过了删改，次数多者甚至可以与曹公批阅增删《
石头记》一较上下。因此，我们在很多选本中看到的都不是文章的原貌。《导读》选取初刊本或初版
本，正如其对胡适删诗来龙去脉的重视一样，体现出其还原历史现场的努力。这不仅表现出编者对待
史料的严谨态度，也是其文学史观的一种体现。　　在谈及文学史时，陈平原先生曾概括道：“对于
今日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文学史’既是一门必修课，也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而对于大学教
授来说，撰写一部完整的可以作为教材的‘文学史’，更是毕生的追求。”《导读》正可谓颜浩教授
在这种追求中的一个收获。而且尤为难得的是，它既考虑到了新世纪的教学特点，又注意吸收学界最
新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兼具实用性和学术性的编著。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颜浩主编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2、归纳作品选集的种类，无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自己的史识和审美追求而编选的颇具个人风
格的文选、诗集，兴致到处还会加上注释评点；另一种是为教学方便而选编的教科书。志在辑录“事
出於沉思，义归乎翰藻”之类美文的《昭明文选》属于前者，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以下简
称《导读》）则属于后者。编辑选本看似容易，只是把成品文章拿来筛选、重新排列一番，实际很能
考验选家的审美眼光和历史洞见力。因此，一个好的选本会像其中所选的经典作品一样，在经过大浪
淘沙之后，仍为人津津乐道。凭一己之造诣，选一本供文人雅士品头论足的集子或算风雅事一件，编
选教科书却往往吃力不讨好。编者既要争取在选本中留下自己的痕迹，昭示出有别于其他的“这一本
”的独特性，又要顾全大局，考虑到学术个性与实用性的融合，力求面面俱到。个性不明显容易被批
评为教条僵化、不思改进，稍有标新立异又会触动那些守旧的神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学教科书修改
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与近代中国历史、政治的复杂关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科书的编辑标
准尤其不好把握。从以政治正确为第一要务，到在重写文学史的质疑声中“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努力
，学界的研究思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也经历了从草创到确立的发展
过程。作为曾经烜赫一时的显学，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和作品选可谓汗牛充栋，但专业研究者和大
学教师还是感到了实际操作过程中研究和教学的脱节。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晓明先生就看出现代文学
中存在的“研究上的持续前行”和“教学上的严重滞后”的矛盾。他甚至断言：“倘若单看目前通行
的有些文学史教材，你简直会觉得他们还停留在1980年，不要说那九十年代初迈出的第二步，就是八
十年代迈出的第一步，也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文学史如此，作为其姊妹产物的作品选自然也好
不到哪里去。正如张鸿声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讲授大学现当代文学的教授，绝非都懂得‘作品
选’如何‘选’以及如何‘评’”。因此，无论从研究需要还是学科建设来看，一本能体现新的文学
史观、能介绍学界新的研究成果、适用于当前教学的作品选本都备受期待。《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
》正是一本将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教学实践结合起来的、力求“做到经典性与全面性兼顾”的
选本。首先，在篇目选择上，不再过多囿于传统意识形态，而是从新的文学史眼光出发，选取了一些
文学性很高，但在以往的选本中被无意或有意忽略的作品。比如小说一编中出现的鲁迅作品，不是表
现其呐喊的《狂人日记》，而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在酒楼上》；选取的吴组缃的作品也不是其左
翼风格强烈的《一千八百担》，而是叙事流畅、心理刻画细腻的《菉竹山房》。再如诗歌一辑中徐志
摩的《在那山道旁》、郭沫若的《夜步十里松原》都是传统选本中不常见的。对戴望舒、卞之琳、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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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等诗人诗歌的选择也不沿用惯例，而是选取了他们中后期比较成熟的作品。这显然有编者力图使现
代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努力。但这绝非意味着抛弃“史”的脉络，只把选本做成一个个零碎的审美
片段。而实际上《导读》的独特之处正在于用作品串起一部文学史，虽然是精选，但你能在其中找到
任何一个重要流派的作品。在编写体例上，《导读》也体现出独运匠心之处。编者属意于“作品导读
”，而不是“作品选”或“经典作品赏析”，正有其建构文学史的意图所在。与普通选本只是编选作
品原文不同，《导读》在每篇选文后都附作品导读和拓展阅读。“导读”不单单是对所选作品的片段
赏析，而是一篇篇融合了作者介绍、背景分析、文本细读、文学史梳理等内容、可以独立成篇的美文
。“拓展阅读”所提供的参考书目主要有两个部分，首先是该作者的其他重要篇目，其次是较有份量
的研究专著。由此，作品不再孤立，经由导读和拓展阅读的补充说明，现代文学“史”的脉络逐渐清
晰起来。即便对现代文学史所知甚少的人，阅读完《导读》，也能对其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而这些
，正体现了编选者的初衷。这种将最新研究成果和教学实践结合起来的尝试，还体现在入选的电影剧
本中。同样作为学习西方的产物，电影这种现代艺术与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现代作家
是电影的热衷者，同时也是电影剧本的编撰者，如夏衍、张爱玲等。而电影的蒙太奇等手法也对现代
小说创作产生过影响，如穆时英、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作家对生活横断面的截取，对光与影的捕捉，场
景交换组接技巧的运用无不来自电影的启发。《导读》中选取了三个电影剧本，尽管数量不多，却很
具代表性。《申屠氏》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剧本；《春蚕》是一部典型的由名家小说改编
的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则代表着后期技巧相对圆熟、商业上较成功的一类剧本。通过对这前、中
、后期三个剧本的导读，编者不仅贯穿起现代电影剧本的发展史，而且向读者展示了电影剧本发展的
三个不同方向。而从这三个剧本编剧的身份来看，无论是洪深，夏衍还是张爱玲，都是现代文坛上的
名作家。将他们创作的电影剧本与其他门类文学作品两相对照，其中的联系与区别便可见一斑了。在
版本方面，编者也不是随意为之，不加挑选，从某个集子里拿来就用，而是广泛涉猎旧报刊，选用最
初公开发表的版本，并在每篇选取的文章后面标明出处。对版本学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或由于出版
形式的不同，如从报刊登载到成书出版，或由于历史政治原因，如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现代文学中
的很多文章在重新发表或结集出版时都经过了删改，次数多者甚至可以与曹公批阅增删《石头记》一
较上下。因此，我们在很多选本中看到的都不是文章的原貌。《导读》选取初刊本或初版本，正如其
对胡适删诗来龙去脉的重视一样，体现出其还原历史现场的努力。这不仅表现出编者对待史料的严谨
态度，也是其文学史观的一种体现。在谈及文学史时，陈平原先生曾概括道：“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学
生来说，‘文学史’既是一门必修课，也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而对于大学教授来说，撰写一
部完整的可以作为教材的‘文学史’，更是毕生的追求。”《导读》正可谓颜浩教授在这种追求中的
一个收获。而且尤为难得的是，它既考虑到了新世纪的教学特点，又注意吸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
是一部兼具实用性和学术性的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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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的笔记-第7页

        其實我是不懂周作人給兄長作註是甚麼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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