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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于2004年出版“鸡鸣丛书”第一辑共十种，在学术文化界产生
了很大影响。
现在，我们又出版第二辑共十种。
丛书取名“鸡鸣”，固然会叫人想到它的地方特色（南京有鸡鸣山、鸡鸣寺），也隐含着表彰勤奋、
良知之意（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善”）与呼唤自由、光明之意（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但在我们研究中心来说，首先还是出自一种希望建立一个学术高地的“野心”。
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已经挂牌不少，然而“基地”如果仅仅去“填报表”、“出数字”
而枉费精力，却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高地，那就徒有其名。
“鸡鸣”之称自然会唤起一种学术高地的意念。
为什么这么说呢？
鸡鸣山是巍巍钟山伸进南京城内的一脉，早在明朝初年（14世纪），此山就是“国子监”之所在地，
用今天的话说，这里有一个“大学城”。
清朝末年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02年始），就坐落在这个昔日大学城的遗址上，此亦属我国
现代大学源头之一，当时号称“最为新政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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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阈》中所收的十多篇文章，是从作者前些年的研究成果中辑选出来的
，都曾陆续公开发表过。
这些文章，各篇的选题都有所侧重，论述的内容和写作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所列“文学史观与文学史
研究的视野”、“文化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学语言与中国现代文学文体”三辑，多少能
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等方面反映自己这些年来学术研究的关注点，多少能体现自己中国文学史研
究的视阈。
　　之所以将这些文章辑集编选出来，主要是为了想以此来梳理一下作者前些年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的部分思考和思路，总结一下自己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为下一阶段的学术研究
做一个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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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视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一种可资借鉴的文学史研究的思路——略论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多样性问题找寻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独特角度重
读“五四”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传统——从30年代文学谈起重新进入“十七年时期文学”的几
点思考文化视角与中同现代文学研究研究目的·适用对象·学术规范 文化视角与鲁迅研究——《历史
转换期文化启示录》导言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
系史论》导论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山药蛋派”——《“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导言政治文化心
理与30年代文学30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从地域性文化特征看“山药蛋派”的历史命运文学语言与
中国现代文学文体从语言的角度谈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鲁迅与语言文化鲁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体选
择30年代乡土小说的审美倾向与文体特征“山药蛋派”小说创作的“戏剧化”倾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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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视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三近年来对于文学史观的关注，多少体现了
当前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上某种理论的自觉。
在文学史观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对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但对
文学史观的关注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
上述中国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两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其所展示的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历史中对文学史
观处置的钟摆现象，已经多少能说明问题。
事实上每次对文学史观的强调，都曾给文学史研究带来过新的推进，因此这不是文学史研究中需不需
要文学史观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好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关系问题。
在20世纪文学史研究对文学史观的处置中，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思考。
从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历史中对文学史观处置的钟摆现象看，在文学史观研究之于文学史的强调的问
题上，人们有时会陷入两难境地。
不提文学史观，文学研究难以成“史”；但过分强调某种文学史观而又处理不好史观与文学史具体研
究的关系，又容易导致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的描述对某种史观的现成结论的依赖，容易造成对文学历
史具体的真实状况的背离，或者造成文学史写作的模式化。
在前述的两个重要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时期可看出在文学史观处置上所走入的误区。
强调史观，主要是为了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统一性，但在寻求这种统一性的同时也应该对文学史研究
的学科独特性给以足够的重视。
五四时期对进化史观的过分强调，其目的其实已不在文学史本身，文学史研究往往被用来证明事物进
化这一铁律。
一切作家作品都被纳入了“进化”的轨道中，都无不在证明“进化”的客观规律。
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等等）的独特价值，它们区别于其他一般事物发展的独特贡献往往被忽略了
。
这种对进化论史观的过分强调，就使其跨出了方法论的范围而具有了目的论的色彩。
似乎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相互联系的方式和发展趋向，就是奔着一个明确目标而来的，而这个目标也就
是要证明进化的观念。
更有甚者，“进化”的观念甚至成为了文学史评价的标准。
例如，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就是以是否符合“进化”铁律来评价中西戏剧的
优劣的。
他认为，“西洋的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
”他把中国戏曲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诸如“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功、锣鼓、马鞭子、
跑龙套等等”看成是不符合“进化观念”的“遗形物”，提出要将之“扫除干净”。
他将一些“剧评家”所持的不同意见归结为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将人们对这些“遗形物”
的看重，指责为“这真是缺乏文学进化观念的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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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书中所收的十多篇文章，是从我前些年的研究成果中辑选出来的，都曾陆续公开发表过。
这些文章，各篇的选题都有所侧重，论述的内容和写作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所列“文学史观与文学史
研究的视野”、“文化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学语言与中国现代文学文体”三辑，多少能
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等方面反映自己这些年来学术研究的关注点，多少能体现自己中国文学史研
究的视阈。
之所以将这些文章辑集编选出来，主要是为了想以此来梳理一下自己前些年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的部分思考和思路，总结一下自己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为下一阶段的学术研究做一
个铺垫。
感谢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提供出版此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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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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