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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涉及中国古典文学的挣扎性延续以及近代文学的微弱萌芽、五四前二十年中国文学潮流的涌现及
其性质特征、五四前二十年中国文学潮流发展的三个时期及其相应特点等。全书内容深入浅出、通俗
易懂，供相关研究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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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文华，男，汉族，1949年3月生于上海，浙江鄞县人。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导师，并兼任复旦大学台湾香港文化研究所所长、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外传记文学研究
会副会长。

Page 3



《中国近代文学潮流:从戊戌前后到巍�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古典文学的挣扎性延续以及近代文学的微弱萌芽一、中国古典文学的挣扎性延续（一）中
国古典文学的衰败及其原因1．外部原因的分析2．内部原因种种（二）中国古典文学的挣扎性延续的
具体表现1．文化专制主义依旧，但实效有所降低2．科举制度依旧，但腐蚀力有所减弱3．有&ldquo;
桐城中兴&rdquo;局面的出现，但未能持久4．有&ldquo;宋诗运动&rdquo;的兴起，但无相应的成就5．
有新的白话小说出现，但封建性毒素明显6．有新的文学批评，但仍囿于旧框架旧立场二、西学东渐
和近代文学的微弱萌芽（一）西学东渐的冲击波（二）近代文学微弱萌芽的出现及其特征（三）微弱
萌芽的主流性体现1．&ldquo;报章文&rdquo;的确立2．&ldquo;诗界革命&rdquo;的先声3．文字改革的
第一步4．西洋文学的第一批译介（四）几点简要的结论第二章 五四前二十年中国文学潮流的涌现及
其性质特征一、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和文学新潮流的涌现（一）中西文化冲突的新形态1．传教士对
中国旧思想旧文化的态度的转变2．先进的中国人回应中西文化）中突的新思路（二）维新变法思潮
的兴起1．甲午战败的刺激和对&ldquo;洋务运动&rdquo;的反思2．维新思潮在戊戌政变后的持续（三
）文学新潮流的涌现1．涌现的必然性2．涌现的几个标志二、五四前二十年中国文学潮流的性质和特
征（一）五四前二十年中国文学潮流的基本性质1．社会政治文化属性上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2
．文化社会学角度上的完全近代性质3．文学表现形式择选上的平民化和通俗化性质4．小结：&ldquo;
民族反省&rdquo;的具体化&mdash;&mdash;对中国传统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反省与改革（二）五四前
二十年中国文学潮流的主要特征1．文学观念上，极力夸大文学的社会功用，乃至不恰当的地步2．创
作思想上，过于强调为政治服务，致使作品凸现浓烈的政治色彩3．发展方向上，因西洋文学参照系
的确立而渐趋中西文学经验的交融4．小结：变与不变以及渐变与突变的辩证法第三章 五四前二十年
中国文学潮流发展的三个时期及其相应特点一、鼎盛期：骤然的繁荣和可观的收获（一）从白话报刊
的蜂起到文学报刊的出现1．白话报刊普遍刊登小说的风尚2．其他报刊对文学新潮流的响应3．专门性
文学报刊的出现及其基本特点（二）&ldquo;新文体&rdquo;和白话文章1．&ldquo;新文体&rdquo;的形
成及其主要特点2．&ldquo;新文体&rdquo;对于白话文的影响（三）翻译文学的勃兴1．自觉的文学翻
译局面的奠定2．可以理解的缺点和值得肯定的成绩3．中国第一代文学翻译家的几种类型和此消彼长
的趋势（四）小说创作概况和主要收获1．近代文学家（小说家）的集结2．小说创作的主要成绩3
．&ldquo;四大谴责小说&rdquo;的价值意义4．其他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二、分流期：作家作品的分野
（一）文学潮流发展的若干新特点1．小说创作与翻译的数量质量的反比2．小说技巧渐趋成熟3．近代
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二）三类作家的思想与创作的歧异1．改良派作家：面对革命风潮的迷茫2．革
命派作家：政治革命论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二律背反3．其他作家作品：孤军作战和默默无闻三、枯竭
期：沉寂种种和死水微澜（一）作家队伍和文坛风气的变化1．民初作家的政治身份和精神状态2．文
坛风气更加浑浊（二）沉寂现象的主体性状况1．&ldquo;鸳鸯蝴蝶派&rdquo;作品以及&ldquo;黑幕小
说&rdquo;2．&ldquo;同光体&rdquo;的死灰复燃与&ldquo;南社&rdquo;的分化（三）死水微澜：其他文
学现象1．&ldquo;文明戏&rdquo;的兴起、堕落和影响2．一些具有过渡形态的小说第四章 五四前二十
年中国文学潮流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催发和刺激一、客观上的催发（一）五四前二十年中国文学潮流
留下的经验教训1．形式与内容的关系2．国粹与西学的关系3．救亡与启蒙的关系（二）五四前二十年
中国文学潮流留下的思想材料1．关于文学的独立价值2．关于文学进化观念3．关于白话文学4．关于
文学的目的和功用5．关于中国文学的变革和发展（三）黄远生与章士钊的争论及其他1．黄远生怎样
提出&ldquo;提倡新文学&rdquo;的意见2．章士钊的不同观点3．黄章论争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四）小
结：催发的主要意义二、现实中的刺激（一）&ldquo;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rdquo;的刺激1．&ldquo;死
文学&rdquo;的局面及其影响2．刺激与批判（二）文言旧诗词的刺激1．胡适的预言和自我反省2．社
会刺激之一：《新青年》刊登谢无量旧诗3．社会刺激之二：柳亚子的言论（三）旧小说与旧戏剧的
刺激1．对于旧小说的批判与五四新小说的出现2．对于旧戏剧的批判与新剧本的问世（四）刺激问题
的几点分析三、催发与刺激的结合：新文学运动的全面展开和五四第一代作家队伍的形成（一）新文
学运动的全面展开1．新文学理论的逐步完善2．关于理论渊源的再认识3．创作实绩由点到面的展示（
二）五四第一代作家队伍的形成1．第一代作家的构成成分和相应特点2．几个问题的简要分析第五章 
五四前二十年中国文学潮流的余波及其对五四新文学发展的多重影响一、文学表现形式：革新意识的
不断强化和传统形式的顽强回归（一）新文学运动的革新意识的不断强化1．基本过程和主要的理论
形态2．革新意识在创作实践中的反映（二）传统形式的顽强回归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反映1．基本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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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主张2．关于旧体诗词（三）几点综合分析1．关于必然性2．关于直接的诱发因素和推动力3．
关于文化性质4．关于对立统一的意义二、文学内容题材：泛政治化的既定趋向和消闲性的现代色彩
（一）泛政治化的既定趋向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反映1．主导性的理论线索2．普遍的作家心态和创作特
征3．关于对立面（二）消闲性的现代色彩及其冲击力1．新文学家对消闲性问题认识的一定转变2．新
文学创作客观上对于消闲性的容纳和吸收3．现代色彩的浓化（三）几点综合分析1．关于社会政治历
史原因2．两者的是非得失3．主流位置转换的必然性三、一个期待斧正的结论后记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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