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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是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分三卷，第一卷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第二卷为资产阶级维新时期的
文学，第三卷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
全书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历史背景下，以中华民族广阔的历史文化为素材，系统而有重点地描述了
我国多民族的近代文学发展的风貌；剖析了中国近代文学在吸收、融合西方文化以及创新方面的经验
和局限；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学和历史的文艺批评标准，客观评价了中国近代文学创作的成就和历史
地位。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视野开阔，史料信息量大，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适用于中文专业研究生教学或作为本科生选修教材，也可供社会读者进修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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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翻译文学第一节 本时期的翻译文学概况及其主要特点第二节 苏曼殊、马君武和辜鸿铭第三节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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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维的美学观结束语：近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联系人名索引主要研读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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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陈天华在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同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十分重视。
他决不是盲目地排外，而是能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提出学习西方的长处。
陈天华说：“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
如今的人，都说西洋各国富强得很，却不知道他怎么样富强的，所以虽是恨他，他的长处，倒不可以
不去学他。
”他以日本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为例，说明日本由于善于学习西方的长处，改革弊端，刷新政治，国
势便日渐强盛，自然也就不怕西方帝国主义。
中国和日本正相反，故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
陈天华通过日本、中国正反两个方面的事例，说明学习西方的重要。
陈天华把反抗外国侵略和学习西方、革新内政乃至民主革命结合起来的思想，是魏源“师夷之长技以
制夷”思想的一个新发展，值得珍视。
《狮子吼》是陈天华写的一部章回体的小说，原载《民报》“小说”栏内①，共八回，未完。
这是一部带有浓重革命理想色彩的政治小说。
小说以浙江舟山岛西南民权村为背景，描写一群知识青年的革命活动。
民权村是一个有3 000多户的村庄。
村中有议事厅、警察局、邮政局、医院、公园、图书馆、体育会，还有十余所学堂，三个工厂、一个
轮船公司。
这显然是作者心目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缩影。
民权村有很多人到外国留学，新学盛行，男女平等，妇女都不缠足。
由于民权村的人善于学习西方的长处，事事能与西方平等，与他国争强比弱，外国人从不敢欺侮村民
。
道光年间，英国侵占了舟山岛，一次从民权村经过，杀了两个村民。
群众即鸣锣聚众，男女4 000多人齐上阵，把英国侵略军杀得弃甲丢枪，损兵折将，大败而归。
此事诸国皆知，尔后再不敢挑衅。
小说中这些背景描写，鲜明地寄托着作者学习西方、刷新政治和反侵略的爱国思想。
在他看来，只有学习别人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赶上并超过西方列强，有了反抗侵略的力量，他
们才不敢欺侮中国。
这种思想与陈天华在《警世钟》、《猛回头》中所体现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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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卷本）1990-1993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该书第一卷问世后，全国著名的近代文学史专家、北京大学季镇淮教授在写给《全国第五居近代文学
学术讨论会的贺词》（1990年）中即给予热情的鼓励。
他说：“这部大著是近代文学开展研究以来所未有，使学人为之惊喜不已。
郭延礼同志有许多专门研究，此大著之完成是有其基础的。
它将引导近代文学研究走向更加完美的科学的道路。
”老一辈著名学者、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在信中谬奖“大著传世之作，时有定评。
”（1995年1月5日函）并赋诗一首以示鼓励（诗见一卷首）。
日本的《清末小说》研究年刊第14期，最先发了题为“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突破——评郭延礼著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一卷”的长篇评论，对拙著颇多推许。
此后，海内外的20余家报刊发表评论文章，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此书曾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八届中国图书
奖、全国第三届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九项奖励。
去年夏天，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组织国内同行专家评审，复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
人会议，正式确定拙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为“研究生教学用书”，指定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谨在此向先后关心、支持拙著写作的诸位师友以及山东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朋友们表示我
最真诚的谢意。
此次出版，我的几位博士生担任该书的校对，对他（她）们的帮助，我亦表示谢意。
至于书中的不妥之处，仍切盼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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