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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第2版）》原为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分为上、下二编，结合师范院校的层次特点、教学需要和培养目标，通过对文学思潮、小说、诗歌、
散文和戏剧的分析，系统而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既兼顾了文学社团、流派
的特点，又重点分析评介了重点作家、作品，旨在使学生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
掌握分析、鉴赏作品的方法。
本次修订，有选择地吸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当代文学部分改写较多，增加了部
分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内容；在体例上，每章后增加思考题，便于提示读者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第2版）》适用于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现代文学教学，也可供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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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在这个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三四十个男女仆人”。
巴金生命的最初十几年就是在那个主仆约百人的大家庭里度过的。
他从小目睹封建大家庭内部的腐败堕落、封建家长的专制残暴，从而萌发了对于封建秩序的怀疑和反
感，并奠定了接受新思潮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时期，巴金就读于成都外国语学校，开始受新思潮影响，他自称“我是‘五四’的产儿，五
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
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②。
在“五四”前后传播的各种思潮中，最吸引他的是无政府主义即安那其主义。
克鲁泡特金的政论《告少年》和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等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读物，都曾给予巴
金很大的激励和启发。
1923年，他离家到南京求学，直到20年代末，他对无政府主义都怀有极大的热情。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核心主要是反对专制和强权，追求极端的个性自由。
而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和帝国主义的强权，正是“五四”新文化的战斗要求。
这些契合点使巴金既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同时又成为一个激进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战士。
无政府主义信仰在巴金的文学创作中烙下了深刻的印痕，使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和旧世界决裂的
鲜明的激进色彩，同时这种思潮也给他的思想、生活和创作带来某些消极影响。
1927年，巴金赴法国留学，同年开始小说创作，1929年初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开始在《小说月报
》连载。
进人30年代以后，巴金逐渐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成为一位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
早在30年代，鲁迅就曾对巴金作过评价：“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
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
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
”③巴金在文学创作、翻译、编辑等方面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在中、长
篇小说创作上，他和茅盾、老舍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里中、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
 巴金前期的小说创作，大致有四类题材。
一是取材异域生活的小说，如短篇小说集《复仇集》、《电楼集》和中篇小说《利娜》等。
二是描写工农生活题材的，主要有长篇小说《砂丁》、中篇小说《雪》等。
另两类是以青年生活与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而这两类作品成就最为显著。
描写青年生活题材的主要作品有《灭亡》、《新生》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灭亡》和《新生》是姊妹篇。
《灭亡》以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为背景，描写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杜大心在白色恐怖下进行绝望反
抗的悲剧。
杜大心一方面对黑暗现实有强烈的反抗要求，另一方面又没有找到进行斗争的正确方式。
最后，他因愤激而采取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手段进行复仇，结果暗杀戒严司令未成，自己却走上了灭亡
之路。
作者赞美了他为反抗黑暗势力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同时也写出了这种个人恐怖行为的局限。
《灭亡》的续篇《新生》采用日记的形式，叙述了李冷、李静淑兄妹在杜大心牺牲的激发下，先后走
向革命的故事。
小说的意义在于它暗示出有革命热情的知识青年应该到工人群众中去求得新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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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文学(第2版)》的本次修订，有选择地吸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当代文
学部分改写较多，增加了部分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内容；在体例上，每章后增加思考题，
便于提示读者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第2版)》适用于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现代文学教学，也可供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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