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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浙启蒙思潮与中国近现代文学》

内容概要

《两浙启蒙思潮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以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发展为参照，研究两浙人文传统
中富有生气的启蒙文化思潮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关系，着重探讨作为内源性因素的两浙启蒙思想之于
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的意义。本书将近代文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结合部”，将两浙启
蒙思潮和启蒙文学置于特定坐标内，考察其生成的内源性文化背景，展示其发展演变历程，探讨两浙
文学和启蒙思想之于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的重要推动意义。在此基础上，《两浙启蒙思潮与中国近现
代文学》以两浙启蒙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中的作用为切入点，反思中西启蒙思想和启蒙文学的
异同及其根源，进而重审中国近现代“启蒙”话语、“启蒙”与的“救亡”关系、“启蒙”作为“主
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等话题，使地域文学研究具有立足地域又超越地域的意义。本书由高玉、朱利
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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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玉
男，1964年生，湖北荆门人。从本科到博士，先后就读于湖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
大学博士后出站。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
研究。
朱利民
男，978年生，湖北荆门人。文学博士，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基地专职研究
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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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中国启蒙运动与区域启蒙思想
一 中国启蒙运动的来源
二 区域启蒙的意义
三 两浙启蒙的生成原因
第一章 两浙前近代启蒙思潮的递进态势与中国启蒙思想的萌芽
第一节 两浙启蒙思潮的发端
第二节 前近代启蒙思潮的递进
第三节 两浙前近代启蒙思潮近代导向的内涵与意义
第二章 前近代启蒙思潮对中国文学的近代导向意义
第一节 启蒙导向下的文学观念变革
第二节 事功学与两浙“经世”文风
第三节 心学与两浙文学“性灵”说
第四节 近代理性构成对汉儒经典的冲击：文学理念发生变化
第五节 文学中近代启蒙因素的增长：个人主义与“入学”理论的初步建构
第三章 两浙学术与近代启蒙思潮
第一节 两浙学术的近代化演进过程
第二节 “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两浙学术分野后的殊途同归
第四章 两浙近代启蒙思潮与文学的近代转型
第一节 “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龚学”引领中国近代文化新潮
第二节 文学启蒙：文学理论的筚路蓝缕
第三节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两浙作家的近代文学启蒙
第五章 两浙启蒙传统的现代延续与文学的现代转型
第一节 从传统走向现代：启蒙思潮融合外来文化思潮灌注了现代性内涵
第二节 启蒙思潮与启蒙文学“新／旧”问题
第三节 进化启蒙思潮影响下语言的探讨遮蔽了文学
第六章 中国现代启蒙文学大师--鲁迅
第一节 鲁迅的启蒙思想及其呈现
第二节 鲁迅的启蒙思想及其启蒙文学创作
第三节 鲁迅对国民性劣根性的批判
第四节 鲁迅启蒙文学之于新文学的意义
第七章 浙东作家群的启蒙文学
第一节 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
第二节 浙东作家的乡土文学创作
第八章 “人的文学”与个人主义的文学创作
第一节 “人的文学”
第二节 “人的文学”理论分析
第三节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
第四节 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个人主义的文学创作
第九章 两浙启蒙文学对构建中国新文学的意义
第一节 两浙启蒙文学观念之于中国新文学的意义
第二节 文学启蒙：两浙新文学作家在文体上的贡献
第三节 两浙启蒙文学与新文学诗学体系
第十章 启蒙的反思
第一节 中西启蒙思想的反思
第二节 中西启蒙文学的反思
结语
一 重审中国近现代“启蒙”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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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启蒙”与“救亡”关系之再认识
三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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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自由思想。长期以来，自由在中华民族文化内部都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尤其是在封建
思想文化内部，自由永远都是受着儒家伦理的束缚的。黄宗羲的思想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具备近代
特色的自由思想。黄宗羲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束缚人的思想自由的封建科举制度，认为它是将人的思想
枷锁于“一定之说”，不许学者“取证于心”作自我判断。他认为“举业兴而圣学亡”（《南雷文案
。卷一。恽仲升文集序》），并由此展开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黄宗羲还提倡人的自由精神，亦即
个性解放的思想，反对贵族文学，提倡“灵性”，这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对个性的张扬有着异曲同工
之妙，尽管二者并不是在同一层面上展开的。西方启蒙时期的文艺往往崇拜个性，注重文学创作中的
灵感，黄宗羲的“灵性”观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一观点，要求文学创作能够传达出诗人的真性情
。在《南雷文集。卷一。景州诗集序》中，黄宗羲这样写道，“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
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诗人能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极雕
绘而不能亲也。”作者认为诗歌的创作不在于雕绘诗句，而在于是否传达出作者的真性情，在文艺上
引领了个性解放的思潮。　　黄宗羲之后，随着中国国门的大开，中国在“历史”的时间进程上正式
迈进了近代。但是中国的近代思想却已经在话语言说方式上走在了“历史”的前面，呈现出与世界历
史发展的不同，这种文化样态的产生与中国独特的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那就是作为面海的小传
统的两浙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所展现的独特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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