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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激进主义语境中的现代中国》

内容概要

这本《文化激进主义语境中的现代中国文学》由岳凯华、卢付林著，立足于现代中国思想语境，解读
文化激进主义在晚清、五四时期、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和十七年时期等历史时段的具体特质，审视现
代中国文学之审美观念、文学思潮、文学派别、文体样式的现代性变迁特征，挖掘清末文学改良、五
四文学革命、三十年代文学、四十年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得以生成的复杂动因，揭示现代中国文学转
型和嬗变的内在规律。
    《文化激进主义语境中的现代中国文学》适合中国文学研究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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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晚清文学：新民思想规约的文体革命第一节 新民思想与革命心态一、新民思想的规约二
、革命心态的萌发第二节 “三界”革命的开展一、诗界革命的动因二、文界革命的起点三、小说界革
命的缘由第二章 五四文学：民主浪潮引发的民间趋向第一节 横空出世：文化激进主义与新文学的倡
导一、革命策略：断裂与渐进的交融二、革命路径：从“活的文学”到“人的文学”第二节 走向民间
：民主精神制约的文学走向一、文体观念的民众化二、人物形象的大众化第三章 三十年代文学：阶级
意识激发的左翼浪潮第一节 左翼文学思想的罗曼蒂克一、革命文学的锋芒毕露二、左联纲领的激情喷
发第二节 “文化围剿”重围中的中流砥柱一、立场的分野：对右翼文学思潮的清算二、错位的对话：
与自由主义文人的冲突第四章 四十年代文学：民族战争潮流中的文学选择第一节 战国策派：民族主
义情绪掀起的狂飙一、民族意识的张扬与个人主义的抑制二、英雄崇拜的狂热和传统文化的贬损第二
节 延安文学：工农兵方向规范的文学选择一、启蒙主体的置换二、大众品格的追求第五章 十七年文
学：毛泽东文艺思想语境中的文学论争第一节 鸣放期的鸣放：对教条主义思想的抗辩一、双百方针：
抗辩教条主义思想的时机二、鸣放：对教条主义思想的清理第二节 “一”与“多”的辩驳：关于题材
、人物及风格一、关于题材的辩驳二、关于人物的辩驳三、关于风格的辩驳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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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革命策略：断裂与渐进的交融　　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能够顺利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乃借
助于五四激进文人革命激情的全面喷发和无比威力，而直接倡导中国新文学并推动其蓬勃发展的则首
推激进文人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凭借《新青年》这一生龙活虎的传播媒介，中国文学首次以激
进的“革命”方式在文学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靓丽的青春风采。　　在学界看来，1917年1月和2月，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和第6号上的先后发表，标志
着五四文学革命的正式发端。①在文学革命运思方式上，胡适和陈独秀虽然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但总体来看他们的并不含有“暴力、暴动”倾向的革命姿态，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彻底颠覆和全
面背叛。　　（一）渐进式的文学改良　　没有胡适，何来五四新文学？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路
途上，胡适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作为文学革命出色的拓荒者，他最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
，正如陈独秀所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②
然而，随着学界对胡适正面历史价值的不断定性，对其撰写的可以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经典的《
文学改良刍议》的认识存在很大歧义。一个比较突出的观点是认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文并无“革
命”的内涵，是陈独秀把它粗暴地改为带有政治色彩的“革命”。看起来这种反思不无道理，但触摸
历史脉搏，它却经不起诊断和推敲。其实，胡适的“革命”意念由来已久，“革命”本来就是《文学
改良争议》的题中之旨、文中之意，它响亮提出的“八不主义”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彻底性革命和
根本性破坏，其宣告了旧文学的终结和新文学的来临，足可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③。　　⋯⋯

Page 4



《文化激进主义语境中的现代中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