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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万华镜》

内容概要

《时代的万华镜:从〈现代〉看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由《现代》杂志入手，从现代性这
一角度切入，依次对杂志的编辑方针，所刊发的比较重要的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翻译以及批评
等进行详细的研究，从中发现《现代》的作家无论是对现代的想象、体验和建构都各有特点，其中既
有对现代性的含混的理解，也有面对由此带来的新的生活时所产生的忧郁矛盾的心情，还有对现代性
的想往和追求，这一切，又共同构成了30年代初中国新文学的独特的品格，并对后来的析文学的发展
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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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万华镜》

作者简介

　　张生，男，1969年生，河南焦作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上海交通大
学人文学院。曾于200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做访问学者。上海市首届及第二届签约
作家。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一个特务》、《绘子手的自白》、《地铁一号线》，长篇小说《白云千
里万里》、《十年灯》，随笔集《可言可思》，学术专著《鸡尾酒时代的记录者：杂志》，译著有《
文化理论关键词》、《权力的精神生活》、《杜鹃岛上的爱与幻想》等。

Page 3



《时代的万华镜》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现代》的追求：对“现代”的想象——以施蛰存的编辑方针为例第一节　混杂的文学
观第二节　清晰的编辑方针第三节　含混的现代性第二章　《现代》的诗：抑郁式微之歌——以戴望
舒等人为例第一节　对“现代生活”的表达的焦虑第二节　对现代诗歌观念的借鉴与接受第三节　对
“现在”的体验　 5l第三章　《现代》的都市小说：刻意的先锋与无意的媚俗——以穆时英为例第一
节　小说风格的反差与文化人格的多重性第二节　现代都市的物质景观和精神投影第三节　先锋的“
腔调”和媚俗的“小丑”第四章　《现代》小说的另一面：危疑扰乱、焦躁、讽刺与寓言——以黎锦
明、张天翼、王鲁彦等人为例第一节　危疑扰乱：乡村或社会底层的现代性第二节　焦躁：一种生活
常态第三节　讽刺：指向更为真切的现实第四节　寓言：对此时此地的批评与超越第五章　《现代》
的翻译：“世界”的镜像与通路——以《现代》译介的小说和诗歌为例第一节　“现代”的由来第二
节　“世界”的确立第三节　“意识”的变化　 12l第四节　“镜像”的设置第五节　通向“世界”的
“现代”之路第六章　《现代》的批评：一个公共空间的形成——以《现代》的编后记、书评、随笔
及论文为对象第一节　《现代》的批评空问第二节　从“编辑座谈”——“社中日记”——“社中座
谈”第三节　从“书评”——“现代评埴”——“文艺书物志”第四节　从“随笔·感想·漫谈”—
—“文艺独白”第五节　从“文”——“论文”——“论评”——“文艺论文”——“文艺论评”第
七章　《现代》的批评态度：于现实中求艺术之美——以杜衡、韩侍桁、李长之等人为例第一节　《
现代》的批评家的构成及特点第二节　《现代》的批评的基本价值取向第三节　《现代》的批评的具
体路径结语附录：烟粉灵怪纷烂漫——施蛰存小说的艺术特征一切超过于真实的就显得贫弱了——施
蛰存的学术梦免于偏见的自由——从《现代》杂志看杜衡的文艺观不是同人的同人——《现代》的作
者群现代最伟大的文艺刊物——《现代》的书刊广告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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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万华镜》

编辑推荐

　　《时代的万华镜》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强调叙事活动与价值世界的内在关联，在遭遇“三千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世，尤具深意和针对性。20世纪以来，“兽栏”、“城堡”、“铁屋子”、“
深渊”、“荒原”、“监狱”等空间意象，均传达了中西哲人对世界精神状况的危机感受；尤其在当
下，“诸神之争”不息，“消费社会”兴起，电子经验已开始取代人们的自然经验——面对现代、后
现代的诸多价值困惑，我们当如何作出回应，如何激活自身的经验和叙事资源，并促成新的可能性领
域的开放，还有赖于人文学界长期而艰难的努力。　　自本根基而不泥古，广采西学而不崇洋。本着
这一文化自觉态度和文化开放精神，我们特设“同济·汉语叙事文学丛书”，以吸纳新思、交流才艺
，展示汉语叙事文学的创造性成果，并为促进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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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万华镜》

精彩短评

1、材料的爬梯和堆砌较有用，对于研究水沫社某一成员而非整个现代的研究者比较有意义。也因此
，在具体的叙述中，有被材料淹没之感，对于作家作品的分析没有自己的独见和创新，概因没有脱离
一般的文学史范畴。可见作者是一位勤奋但较驽钝的研究者，缺乏洞察力，想象力，以及新的理论视
野。借用师叔的话说，现象描述是出租车司机的水平。
2、其实我一直没有觉得这本书分析到令人欣喜。不过从引用文献里找到了一些我所喜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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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万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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