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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古代中国文学就是在研究古代中国文化，探索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转换也是探索古代中国文
化向现代转换。
所谓古代文学形态的转换，即要探索古代文学作为一个结构整体是何时在何背景下开始解体的，有哪
些重要的结构因素因时势而被淘汰，有哪些结构因素经过调整或更新而与现代文学结构发生了对接并
发生转变，还有哪些古代文学结构因素仍具有生命力而直接被现代中国文学结构所吸纳，成为现代中
国文学总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在古代中国文学形态向现代中国文学形态的转换过程中，是哪些
内外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呈现出何种特殊规律⋯⋯上述问题是《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
（套装上中下卷）》笔者朱德发、魏建力图探讨与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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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 对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并非热门话题，已有不少的学术著作和优秀论文问
世，把这一课题的研究推上了相当高的学术层次；笔者只能在汲取他人可用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
理解和认知进行探索，但愿能有所发现有所拓展。
不过对有些研究者所持的“断裂论”或“取代论”，即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在五四发生了“断
裂”；或日五四文学革命生成的现代文学完全取代了古代文学，我是不能完全认同的。
实质上这两论的主旨在于断定，通过五四新文学运动所产生的现代文学是与古代文学毫无瓜葛的，是
两种完全异质相对的文学形态。
记得笔者曾持过这种观点，但在后来的论著中不止一次纠正过这一见解，现在有些学者依然坚持这一
看法。
这里不想展开论述，只补充两点：一是文学是一种审美的偏于感性的精神文化，它永远不会发生“断
裂”，即使采取暴力手段从表层把它斩断，也如同“抽刀断水水更流”；即使通过大批判把它批倒批
臭也会在气候适宜时重新立起来焕发芳香；即使利用改良或变革的手段把古代文学的糟粕清除，也会
留下它的精华重放光彩，甚至它被清除的糟粕在相宜的气候下也会沉渣泛起，死灰复燃，这样的怪现
状只要到现下的书摊走一遭就屡见不鲜了。
这不仅因为作为精神文化的文学形态不同于物质文化结构在强烈地打击或爆破或燃烧下可以摧毁、散
架甚至销蚀，精神文化的文学或用纸媒或用电媒作为介质所装载的是见不到摸不着的历代作家诗人对
社会的感悟、人生的体验和自我的感受，甚至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或潜意识，并且是以独特的灵感思
维或形象思维方式所构想的千姿百态的文体形式和语言符号而组合成的文本；若是说古代文学的外部
形体结构有可能在外力的冲击下发生一定程度的“断裂”，那么与外形结构相联系的文化意蕴或情感
内涵是怎么斩也斩不断的，“藕断”尚能“丝连”，况文学乎？
所以文学的变革不能采取政治革命的暴力手段，只能把“因势利导”或“推陈出新”或“承传创新”
作为上策。
更因为作为精神文化的文学是主体思维开出的花朵，是创作主体文化人格作用的结果，而古代作家诗
人的主导思维既有重“顿悟”的整体思维，又有以“取象”为特质的形象思维，虽然儒学传统看重理
性，但是它与佛、道结为三位一体而作用于作家诗人主体却形成了以“顿悟”、“取象”为特征的非
理性思维，导致古代中国文学创作几度灿烂辉煌的局面，试想这种适宜于文学营造的古代作家的主体
思维模式逮及晚清至五四的文学变革能够完全“断裂”吗？
只能经过调整或充实与现代文学作家主体思维对接和契合而运作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创构中。
至于现代文学是否完全取代了古代文学，两者之间形成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已有不少的著述对这个
问题做了雄辩的阐释。
既然古今文学在转换中并未出现“断裂”或。
断层”，那“取代说”就站不住脚，不攻自破了。
二是笔者想特别指出的，本书探索的不是中国的古代文学向中国的现代文学转换，而是古代中国的文
学向现代中国的文学转换，也就是古代中国的所有形态的文学（既包括汉民族的汉语文学也包括少数
民族的族语文学）是否都转换为现代中国的所有形态的文学？
这是从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相对应的宏阔视野来洞察古今文学的转换，不只是从现代性的立场上来考
析古代汉语文学向现代汉语文学的转换；由于考察视野放大了，文学形态复杂了，因此更不能也不该
武断地说古代中国文学在晚清至五四的文学变革中与现代中国文学发生了“断裂”或“断层”，一切
结论只有经过考察与分析方可获得或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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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套装上中下卷)》编辑推荐：研究古代中国文学就是在研究古代中国
文化，探索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转换也是探索古代中国文化向现代转换。
所谓古代文学形态的转换，即要探索古代文学作为一个结构整体是何时在何背景下开始解体的，有哪
些重要的结构因素因时势而被淘汰，有哪些结构因素经过调整或更新而与现代文学结构发生了对接并
发生转变，还有哪些古代文学结构因素仍具有生命力而直接被现代中国文学结构所吸纳，成为现代中
国文学总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在古代中国文学形态向现代中国文学形态的转换过程中，是哪些
内外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呈现出何种特殊规律⋯⋯上述问题是《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
笔者朱德发、魏建力图探讨与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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