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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
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字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
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
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市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
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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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经太，1951年生，原籍甘肃定西，自小长于兰州。
1981年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
1984年获吉林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学位。
1984年至今，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
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研究》杂志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先后出版《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心灵现实的艺术透视——中国文人心态与古典诗歌艺术》
、《宋代诗歌史论》、《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诗学美论与诗词美境》、《徜徉两端》、《清淡
美论辨析》等学术著作。
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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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20世纪初年的学术态势　　第一节　古今中西之间的王国维　　王国维，现在仍然是一
个容易引起争议的人物。
的确，就以其《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这两部著作来说，仅前者“形式”上的“现代性”与后
者“形式”上的传统性，就可以牵扯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又岂是“矛盾”二字所能道尽其意蕴者？
其实，再深入一层探讨，20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态势，不也是充满着“矛盾”吗?关于彼
时之情势，有论者道：　　当时，大量涌入中国的西方哲学并不是单一的。
它既有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的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也有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旨在揭示或克
服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日益尖锐的内在矛盾的形形色色的现代哲学。
同样，中国在其近代化进程中对西方哲学的吸取也从来不是单一的。
即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而论，其指导思想中就掺和着现代哲学的文化因子。
　　换言之，20世纪初的中国，实际上为世界各种文化的涌入提供了一个超越历史时空的大平台，一
些原本是彼此矛盾的文化因子，此时此刻却同步涌入了中国，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本身的矛盾，其情形
就可想而知了。
　　与此相关，当时学术界的态势实际上也呈现为一种“矛盾”现象。
这种矛盾，简要言之，既有中学与西学的冲撞，也有新学与旧学的冲撞，而所谓冲撞者，乃指其彼此
冲突、磨合、交叉、兼容或彼此排斥、遮蔽、挤压。
如果说冲撞的过程中必然包含有中西新旧之间的转型，那么，所谓转型者，也必然不会是单一性质的
。
　　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孤立地看，彼此间似乎毫无关系，但一经联系，便耐人寻味。
研究20世纪百年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史的人，不能不关注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程
这件事，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我始终倾向于把《文心雕龙》看做“大文学”——语文学
理论著作及思想史著作）作为一个现代学术关注的对象，已经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
不过，黄侃进北大讲学虽已是1914年，但从学术意向上看，他却没有以大量涌入的西方思潮作为自己
学术研究的动力，在新旧学术的分野上，他显然基本属于旧学系列——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桐
城派的最后几位大师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和林纾等人先后曾在京师大学堂及其后身北京大学任教
，其后章太炎的门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及周氏弟兄等先后进入北京大学，逐渐取代了桐
城派的势力。
这是近代学术风气演变的一大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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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不仅限于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百年学术研究面貌的勾勒和研究成果的综述，同时也力求结合社会历
史文化的发展变化，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术思想的起伏演变探索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研究
的发展脉络、得失成败。
通过历史反思来探寻规律，获取经验，为新世纪人文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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