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卷2）>>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卷2）>>

13位ISBN编号：9787020086207

10位ISBN编号：7020086209

出版时间：2011-11-1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许子东

页数：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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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卷2）>>

内容概要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作者一套书，既收旧文，亦集新作。
计划是第一卷收所有关于“文革叙述”的论文——这是作者的一个主要研究项目。
第二卷则选收“文革小说”之外的其他文章：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等，范围较宽；第三卷汇集
几十篇“越界”电视以后的言论笔记。

本卷大致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五篇关于张爱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论文和评论，其中《张爱玲晚期小说中的男女关系》
和《(小团圆)中的母亲形象》都是2010年刚刚完成的。
《物化苍凉：张爱玲的意象技巧》是提交岭南大学一个研讨会的论文。
《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最初用英文写，是在UCLA一个讨论课的论文。
写作此文时常在洛杉矶的Westwood
Blvd．与Rochester
Ave．路口找免费停车位，转来转去边打腹稿。
万没想到张爱玲最后寓所正在那附近。
她在那个公寓去世数日后才被发现，没有家具，只有一些纸盒和一堆衣服(纸盒里有从未发表的英文小
说原稿)。
后来才惊讶看到，作者去打印论文的Kinkos复印店和常去的邮局，都出现在纪念张爱玲最后日月的照
片中。
另一个吊诡的巧合是作者在上海南京西路重华新村前后住了20多年，很晚才在张子静的回忆录中得知
张爱玲是在重华新村的沿街住所看着解放军进城的⋯⋯当然，作者的文章与这些巧合并无直接关系。

　　第二部分是四篇有关郁达夫的论文。
《郁达夫风格与中国现代文院颁发的“《文学评论》优秀理论文章二等奖”。
《郁达夫小说创作初探》一文则从未在期刊上发表过。
《关于“颓废”倾向与“色情”描写》当年就有争议，所涉及的话题至今恐怕仍缺共识。
《浪漫派?感伤主义?零余者?私小说家?》一文有四万多字，写了大半年——郁达夫读了很多外国小说，
做这方面的研究也追得比较辛苦。
这几篇文章都写于80年代，这次除了修改注释格式，文字上甚至局部观点也有修订。
最近才听说，作者的第一本书《郁达夫新论》l984年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时，编辑铁流、李庆西及
所有编辑室成员都要看清样签字，为这本当时看来既有新意也有风险的新人新论共同承担责任。
这本书后来获奖且印数过万，浙江文艺出版社遂出版“新人文论丛书”。
“丛书”的“新人”们——黄子平、陈平原、赵园、刘纳、王晓明、程德培、蔡翔、季红真、南帆等
，现在大都是学术名家，甚至即将退休——然而，学术出版的文化环境竟没有大的变化。
80年代的课题，也还是今天的课题。
“民族”与“性”仍是国人在现实与虚幻(网络)的主要“郁闷”(郁达夫的苦闷?)，所以，作者以为自
己这几篇旧文，似乎仍然可以再读。

总之现代作家作者有文章专论的，就是郁达夫和张爱玲。
作者也很关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但作家论所打下的基础，作者后来一直没有后悔。

本书第三部分收了五篇讨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写于1989年作者出国游学之后。
各有不同的具体写作原因，或因为编书，或因为开会，话题也颇“多元”，但论述方式又不无相同之
处：似乎都要列出几个不同的理论、形象、作品、意象或书本，辨异中之同，察同中之异。
背后有意无意，或者都有些一直坚持的结构与方法?自己也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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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是四篇关于香港文学的文章。
写这些文章既是因为编书(三联版“香港短篇小说双年选”)的原因，也是出于教学的需要。
有感于香港“文艺小说”相对寂寞，还曾和王安忆、王德威(后有陈思和、黄锦树)一起为上海文艺出
版社编过“三城记小说选”。
其实，从边缘看心，研究过程也另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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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子东，浙江天台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主要著作有《郁达夫新论》、《当代文学印象》、《当代小说阅读笔记》、《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
、《呐喊与流言》、《香港短篇小说初探》、《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等。
自2000年担任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栏目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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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 序
张爱玲晚期小说中的男女关系
《小团圆》中的母亲形象
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重读《日出》、《啼笑因缘》和《第一炉香》
物化苍凉：张爱玲的意象技巧
从呐喊到流言
郁达夫风格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
郁达夫小说创作初探
关于“颓废”倾向与“色情”描写
浪漫派?感伤主义?零余者?私小说家?
 ——郁达夫与外国文学
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
保尔、于连和麦田守望者
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史
 ——读《红旗谱》、《灵旗》、《大年》和《白鹿原》
两岸三地散文中的动物意象
当代文学史中的“遗产”与“债务”
1997年的香港短篇小说
“后殖民小说”与“香港意识”
香港的纯文学与流行文学
香港小说中的“北方记忆”与“革命想象”
附录：
现代文学中的上海、北京与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
知识分子与大众——五四小说中的“男女关系”(复旦大学文史讲堂)
想象中国的方法一一以小说史研究为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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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郁达夫的“写实”倾向，还表现在他对细节真实的追求上。
除情感外，支撑他的小说的，主要并非情节，而是细节——关于情欲、琐事、生活场景及主人公行为
的大量的微小的逼真的艺术细节。
他可以放弃社会事件、背景的描写，却不肯忽视种种杂念琐感的再现。
他很耐心，很讲究地处理那些事实上经过情感选择的细节，在效果上，有时确能逼真到好像连血带肉
、全盘再现的地步，写实到仿佛未经提炼处理过一样。
特别在表现情欲时，他不仅不肯回避人的生理因素和病态症状，而且还刻意追求所谓“一无掩饰，一
丝不挂”的效果。
所有这些细而真的文学表现，同他对现实题材的执著一样，明显的带着现实主义（甚至是自然主义）
的特点。
情况看来很复杂，然而事实上头绪已经渐渐理出。
我以为，在郁达夫那里，浪漫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占主导性的创作精神，而现实主义，主要只是一种写
作手法（而非创作方法）——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差别：所有那些写实的叙事、肖像画、对白、情节和
细节处理，实际上都直接顺从着主观抒情（并非客观写实）的内在需要，都首先体现着主观色彩。
离开感情的真率，细节的真实会失去依据，没有心灵的真实，现实图景都会模糊，种种写实的艺术表
现终究受到了浪漫精神的强有力支配——于是，我们又看到，第二，郁达夫的创作方法，虽包含有现
实主义的因素，但基本倾向是浪漫主义的。
在创作精神乃至哲学的层面上，留美回来的梁实秋当年曾将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对立比较：“古典主
义者最尊贵人的头；浪漫主义者最贵重人的心。
头是理性的机关，里面藏着智慧；心是情感的源泉，里面包着热血。
古典主义者说：‘我思想，所以我是。
’浪漫主义者说：‘我感觉，所以我是。
’古典主义者说：‘我凭着最高的理性，可以达到真实的境界。
’浪漫主义者说：‘我有美丽的灵魂，可以超越一切。
”’梁实秋不点名地批评创造社和郁达夫，说“浪漫主义就是不守纪律的情感主义”。
事实上，在头与心、智慧与热血、思想与感觉、理性与灵魂的这一组假设关系中，郁达夫当然更倾向
于后者。
郁达夫自己也曾从理论上谈论过浪漫主义。
“青年期的生活力的暴涨，每有不受理智的或意志的制御之势。
⋯⋯对于过去，取的是遗忘的态度，对于现在，取的是破坏的态度，对于将来，取的是猛进的态度。
”郁达夫很欣赏这种“情热的，空想的，传奇的，破坏的”浪漫主义。
但他也注意到浪漫主义“空想太无羁束，热情太是奔放”的流弊，在他看来，要防止陷入“脚离大地
，空幻绝伦”的境地，有理由吸取写实主义（有时他称之为“自然主义”）的某些特点，如“脚踏实
地，不枯燥，不假断，研钻事实的真相，无微不至”等等。
然而，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态度”与“缺乏个性”终使郁达夫不满，他反复强调：“忠于内部的根本
的要求，而不受环境的压迫的，是天才的气禀”，因为“人类内部有一种强有力的要求”存在。
所以，“人类可以打破环境，创造自我，⋯⋯”这不正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吗？
郁达夫提出过他的鉴赏标准，“以写实主义为基础，更加上一层浪漫主义的新味，和殉情主义的情调
⋯⋯”然而他自己事实上并未达到这一境界，在他那里，浪漫主义不仅是“一层新味”，而且是主导
的创作精神，而写实主义只是在手法的意义上才成为作品的“基础”，至于“殉情主义的情调”，即
感伤的抒情倾向，实在也是浪漫主义的某种特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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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邵之雍是小说人物，但张爱玲在给宋淇信中明言是写胡兰成，颇有赶着为自己的灵魂经验、身体历史
留下记录的意思⋯⋯我注意到胡兰成碰到他喜欢的女人，总先是甜言美誉，接着马上谈结婚，然后用
女人钱，还有将旧情事向新恋人坦白公开（简称“胡四招”）。
　　——《张爱玲晚期小说中的男女关系》在大学里策划文学史，开始的会议就是分章节、篇幅，然
后就是排座次。
而这个排座次很多是根据政治的原因，所以现代文学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成为显学，一个众所周知
、大家又不愿意说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共产党文化胜利史。
在台湾之所以不愿意多讲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失败史。
　　——《想象中国的方法——以小说史研究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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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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