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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新成就
第六章 《红楼梦》⋯⋯⋯⋯⋯⋯⋯⋯⋯⋯⋯⋯⋯⋯⋯⋯⋯⋯⋯⋯356
第一节 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的创作⋯⋯⋯⋯⋯⋯⋯⋯⋯356
“生于繁华，终于沦落”的一生《红楼梦》的版本
高鹗和程伟元
第二节 贾宝玉和《红楼梦》的悲剧世界⋯⋯⋯⋯⋯⋯⋯⋯⋯⋯358
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和大观园的毁灭 封建大家族
没落的悲剧 贾宝玉和人生悲剧
第三节 《红楼梦》的人物塑造⋯⋯⋯⋯⋯⋯⋯⋯⋯⋯⋯⋯⋯⋯365
人各一面 性格内涵的丰富性 展示出心灵
第四节 《红楼梦》的叙事艺术⋯⋯⋯⋯⋯⋯⋯⋯⋯⋯⋯⋯⋯⋯368
写实与诗化融合 浑融一体的网状结构 叙事视
角的变换 个性化的文学语言
第五节 《红楼梦》的影响⋯⋯⋯⋯⋯⋯⋯⋯⋯⋯⋯⋯⋯⋯⋯⋯377
续书蜂出 反复改编 对创作的深远影响
红学
第七章 清中叶诗文词多元发展的局面⋯⋯⋯⋯⋯⋯⋯⋯381
第一节 流派纷呈的诗坛和袁枚⋯⋯⋯⋯⋯⋯⋯⋯⋯⋯⋯381
诗坛多元格局 袁枚及性灵派诗人 盛世中的哀
唱：郑燮、黄景仁
第二节 桐城派及其以外的散文⋯⋯⋯⋯⋯⋯⋯⋯⋯⋯⋯⋯388
桐城派的出现 义法说和雅洁的审美标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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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姚三祖 桐城派以外的散文
第三节 骈文的复兴和汪中⋯⋯⋯⋯⋯⋯⋯⋯⋯⋯⋯⋯⋯⋯393
骈文复兴及其文化背景 骈文八家与汪中 李兆
洛《骈体文钞》
第四节 浙派词的嬗变和常州词派的兴起⋯⋯⋯⋯⋯⋯⋯⋯⋯395
浙派词的嬗变 常州调派兴起的背景 《词选》和
张惠言 比兴寄托的词风
第八章 清中叶的小说戏曲与讲唱文学⋯⋯⋯⋯⋯⋯⋯⋯402
第一节 《镜花缘》和其他长篇小说⋯⋯⋯⋯⋯⋯⋯⋯⋯⋯⋯⋯402
长篇小说的多样化 李汝珍的《镜花缘》 寄寓理
想、讽刺现实、炫鬻才艺
第二节 案头化的文人戏曲创作⋯⋯⋯⋯⋯⋯⋯⋯⋯⋯⋯⋯⋯406
传奇、杂剧创作的最后阶段 蒋士铨等剧作家
《雷峰塔传奇》等
第三节 地方戏的勃兴和京剧的诞生⋯⋯⋯⋯⋯⋯⋯⋯⋯⋯⋯409
“花部”与“雅部”之争 皮簧腔与京剧 地方戏的
优秀剧目
第四节 讲唱文学的盛行⋯⋯⋯⋯⋯⋯⋯⋯⋯⋯⋯⋯⋯⋯⋯⋯⋯412
源流、演变和发展 弹词与《再生缘》鼓词和子
弟书
第九编 近代文学
绪论⋯⋯⋯⋯⋯⋯⋯⋯⋯⋯⋯⋯⋯⋯⋯⋯⋯⋯⋯⋯⋯⋯⋯⋯⋯⋯421
第一节 西学东渐的狂飙⋯⋯⋯⋯⋯⋯⋯⋯⋯⋯⋯⋯⋯⋯⋯⋯422
“欧风美雨”的时代潮 新式学堂的涌现 踏出国
门 翻译事业的发达 现代化传媒的发展
第二节 作家主体的转型⋯⋯⋯⋯⋯⋯⋯⋯⋯⋯⋯⋯⋯⋯⋯⋯424
新旧作家的分野 作家知识结构的渐次变化 进
步与落伍的交替错综
第三节 文学观念与作品形态的变化⋯⋯⋯⋯⋯⋯⋯⋯⋯⋯⋯428
翻译文学的发展 文学观念的变化 作品形态的
新变 吸收西方文学技法与民族形式
第四节 文化下移与文体革命⋯⋯⋯⋯⋯⋯⋯⋯⋯⋯⋯⋯430
社会思想启蒙与文化的下移 散文文体的历史性变
革与白话文运动 近代文体革命的实质及其复杂性
文体变革的历史意义
第五节 近代文学流程⋯⋯⋯⋯⋯⋯⋯⋯⋯⋯⋯⋯⋯⋯⋯⋯434
近代文学的过渡性质 近代文学的分期 近代前
期文学的变化及其特征 近代后期文学的发展及其
与新文学的接轨
第一章 龚自珍与近代前期诗文词⋯⋯⋯⋯⋯⋯⋯⋯⋯439
第一节 龚自珍的思想与创作道路⋯⋯⋯⋯⋯⋯⋯⋯⋯⋯⋯⋯440
张扬个性与理性的“尊情”与“尊史” 以“史官”自处
的社会批判精神 睥睨“乡愿”的‘怪魁”
第二节 龚自珍的散文⋯⋯⋯⋯⋯⋯⋯⋯⋯⋯⋯⋯⋯⋯⋯⋯⋯⋯ 441
清代散文的转折 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抗争 危机
与变革意识 个性解放的呼喊 “横霸”之气与震
撼力 诡异奇崛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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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龚自珍的诗、词⋯⋯⋯⋯⋯⋯⋯⋯⋯⋯⋯⋯⋯⋯⋯⋯⋯ 443
封建本世的镜子 呼唤风雷与人才 压抑与解脱
童心的复归 龚自珍的新词风
第四节 反帝爱国诗潮⋯⋯⋯⋯⋯⋯⋯⋯⋯⋯⋯⋯⋯⋯⋯⋯⋯⋯448
广泛汹涌的反帝爱国诗潮 魏源与林则徐
第五节 宋诗派、桐城派、常州派与近代前期词⋯⋯⋯⋯⋯⋯450
宋诗派的形成与主要倾向 郑珍诗的艺术开拓
桐城派的新趋向 姚伯门弟子梅曾亮的散文 曾国
藩的湘乡派与曾门弟子的海外游记 新体散文的萌
芽 周济与常州词派 传统词坛名家蒋春霖
邓廷桢等人的爱国词作
第二章 近代前期的小说与戏曲⋯⋯⋯⋯⋯⋯⋯⋯⋯⋯⋯⋯461
第一节 侠义公案小说⋯⋯⋯⋯⋯⋯⋯⋯⋯⋯⋯⋯⋯⋯⋯⋯461
侠义公案小说的基本趋向《三侠五义》 《儿女
英雄传》《荡寇志》《施公案》及其他
第二节 人情世态小说⋯⋯⋯⋯⋯⋯⋯⋯⋯⋯⋯⋯⋯⋯⋯⋯⋯467
人情世态小说的发展趋势 《品花宝鉴》 《花月
痕》 《海上花列传》
第三节 近代前期的戏曲⋯⋯⋯⋯⋯⋯⋯⋯⋯⋯⋯⋯⋯⋯⋯⋯⋯471
传奇杂剧继续衰落与嬗变中的作家与作品 地方戏
的发展与京剧的兴盛 京剧的代表剧目及其成就
弹词宝卷
第三章 黄遵宪、梁启超与近代后期诗文词⋯⋯⋯⋯⋯⋯477
第一节 黄遵宪与“诗界革命”⋯⋯⋯⋯⋯⋯⋯⋯⋯⋯⋯⋯⋯⋯477
“诗界革命”与黄遵宪的新派诗 厚重的历史现实内
容 反映新学理、新事物与“吟到中华以外天”
黄遵宪描写艺术的拓展
第二节 梁启超与新文体⋯⋯⋯⋯⋯⋯⋯⋯⋯⋯⋯⋯⋯⋯⋯⋯⋯481
思想界的陈涉 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提倡者、鼓吹
者 别具魅力的新文体散文 新体散文的历史意
义及其影响
第三节 近代后期散文⋯⋯⋯⋯⋯⋯⋯⋯⋯⋯⋯⋯⋯⋯⋯⋯⋯⋯483
近代后期散文概观 康有为的政论文 谭嗣同冲
决罗网的笔锋 严复与林纾 章炳麟的革命檄文
第四节 近代后期诗歌⋯⋯⋯⋯⋯⋯⋯⋯⋯⋯⋯⋯⋯⋯⋯⋯⋯⋯486
康有为的浪漫主义歌唱 丘逢甲的爱国歌声 女
侠秋瑾 南社诗人柳亚子与苏曼殊 同光体的诗
歌主张与创作 湖湘派与晚唐派
第五节 近代后阅词⋯⋯⋯⋯⋯⋯⋯⋯⋯⋯⋯⋯⋯⋯⋯⋯⋯⋯⋯493
近代后期词的创作倾向 “清季四大词” 异军
突起的文廷式
第四章 近代后期的小说与戏曲⋯⋯⋯⋯⋯⋯⋯⋯⋯⋯502
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与新小说的兴起⋯⋯⋯⋯⋯⋯⋯⋯⋯⋯⋯502
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新小说的澎湃浪潮
构拟理想世界的蓝图 求新声于异邦 历史疮痍
的反思 民族民主革命的铎音 翻译小说的繁荣
与小说审美意识的嬗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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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505
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官场解剖：《官场现形记》 光
怪陆离的社会诸相的写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第三节 《老残游记》与《孽海花》⋯⋯⋯⋯⋯⋯⋯⋯⋯⋯⋯⋯⋯509
小说艺术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老残游记》 深含
三重意蕴的《孽海花》
第四节 民初小说鸟瞰⋯⋯⋯⋯⋯⋯⋯⋯⋯⋯⋯⋯⋯⋯⋯⋯⋯⋯513
从开启民智到徇世媚俗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渊源与
流变 苏曼殊的哀情小说
第五节 戏剧改良运动与话剧的诞生⋯⋯⋯⋯⋯⋯⋯⋯⋯516
戏剧改良运动的勃兴 “民族文学之伟著，亦政治剧
曲之丰碑”汪笑侬与京剧改良 中国早期话剧
的诞生
文学史年表⋯⋯⋯⋯⋯⋯⋯⋯⋯⋯⋯⋯⋯⋯⋯⋯⋯⋯⋯⋯⋯⋯⋯⋯524
研修书目⋯⋯⋯⋯⋯⋯⋯⋯⋯⋯⋯⋯⋯⋯⋯⋯⋯⋯⋯⋯⋯⋯⋯ 562
后 记⋯⋯⋯⋯⋯⋯⋯⋯⋯⋯⋯⋯⋯⋯⋯⋯⋯⋯⋯⋯⋯⋯⋯⋯⋯⋯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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