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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参考用书，也是教育部重点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配套书。
原书名是《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学习指导》，2001年出版后有过7次印刷，很受读者欢迎。
不少学校指定本书为教学参考书，而众多报考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考生，复习时也很看重本书。
看来这本辅助教材的编写出版，还是必要的。
为了更好地满足教学需求，决定对该书做些修订，并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以
突出配套的特色。
其实现代文学课程结构大同小异，若使用其他版本教材，本书同样可以搭配使用。
这里介绍一下本书的特色、功能和使用注意事项。
    中国现代文学是各大学中文系的必修课，一般都在低年级开设。
因为内容比较多，刚踏进大学校园不久的年轻的学生，又还没有文学理论及其他相关知识的准备，学
习这门课可能有诸多困难。
现今各种现代文学史教材，又都偏重历史线索的勾勒，而不大考虑大学低年级学生的知识结构特点，
所以，老师的讲授和学生的学习都碰到一个既要使用教材，又要照顾循序渐进，逐步提高的问题。
就钱理群、吴福辉与笔者所合作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部教材来讲，学术性较强，而对于
一般大学低年级的同学，也可能深一些，内容繁复一些。
其他几种比较通行的现代文学教材，也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不少老师与同学都希望能有一本指导学习的书，与教材配套，根据低年级同学的知识结构特点，
指导他们阅读作品、理解教材与听老师讲授，以学会鉴赏评论作品，逐步养成审美的能力和文学史眼
光。
具体一点来说，能辅导同学有效地预习、复习和参加考试。
这本课程学习指导，就是为此目的而编写的。
本书适合本科生选修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时使用，也方便教师备课，亦可作为电大、自考，特别是报考
研究生的辅导用书。
    本书分为29章，相当于29个课题。
这划分大致参考了教育部指定的现代文学教学大纲，并依据教育部推荐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的章节结构与基本内容，因为29章基本上已囊括现代文学教学的主要课题，若配合其他版本教材，本
书内容只需稍加调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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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儒敏，男，1946年生，籍贯广东紫金。
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

书籍目录

前言　本书的特色与功能第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一）第二章　鲁迅（一）第三章　小说（一）第
四章　通俗小说（一）第五章　郭沫若第六章　新诗（一）第七章　散文（一）第八章　戏剧（一）
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第十章　茅盾第十一章　老舍第十二章　巴金第十三章　沈从文第十
四章　小说（二）第十五章　通俗小说（二）第十六章　新诗（二）第十七章　鲁迅（二）第十八章
　散文（二）第十九章　曹禺第二十章　戏剧（二）第二十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三）第二十二章
　赵树理第二十三章　小说（三）第二十四章　通俗小说（三）第二十五章　艾青第二十六章　新诗
（三）第二十七章　散文（三）第二十八章　戏剧（三）第二十九章　台湾文学附录一　本科生、硕
士生、博士生中国现代文学考试试题例举附录二　关于现代文学课程的复习与考试——温儒敏教授与
报考硕士生的同学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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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周作人的闲谈体　　20年代，周作人的散文曾风靡一时，并迅速形成一大流派：“言志派
”；六十年之后，周氏“言志的小品文”再次在读者中引起审美的认同与共鸣，这种历久不衰的艺术
魅力究竟在哪里呢？
这里，我想引用康嗣群在《周作人先生》一文中的一段话：　　读他的文章，好像一个久居北京的人
突然走上了到西山去的路，鸟声使他知道了春天，一株草，一塘水使他爱好了自然，青蛙落水的声音
使他知道了动和静，松涛和泉鸣使他知道了美；然后再回到了都市，他憎恶喧嚣，他憎恶人与人间的
狡狯，他憎恶不公平的责罚与赞美，他憎恶无理由的传统的束缚。
呵，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旅行，充满了隐逸与叛徒的旅行。
　　确实，周作人的散文，就是由于能够十分亲切、自然而又机智地导引我们从“平凡处所”，走进
“极乐世界”，在自由自在中，得到绵感、净化和启悟，所以才有那样的魅力。
很显然，这种散文，在写法与趣味上，都不似传统的中国散文格局，这是他以自己的个性为根本，融
合中西散文美质之创造。
它比之明人小品，加入了现代人的自我意识；比之西方随笔，调和着东方式的抒情气氛；它在日本散
文的“苦味”里，又注入了中国味的闲适。
有人将它称之为“中国的‘伊利亚’体”，周作人将它叫做“抒情的论文”。
它谈得亲切自然而又意味隽永，诚可谓“富有艺术意味的闲谈”。
　　对于这种艺术的“闲谈”，最重要者乃是作者的心境。
心境，此乃作者之个性、学问及文化心态在一定时空下的产物。
只有当作者内在的文化机制同外部的环境气氛达到艺术的和谐之时，才会有最佳的创作心境。
对于深受儒释道文化熏陶，秉赋着中国历代名士夙缘业根的周作人来说，20年代“五四”落潮后那种
交织着失望与追求的时代苦闷，“苦雨斋”那阴阴如雨的环境气氛，似乎都更适于他那古典的、颓废
的、神秘的诗意因素的发酵。
此时此景，虽感外界压迫，尚有心灵之自由；“苦雨斋”不是“世外桃源”，却也有镇日的静闲，他
那“叛徒”与“隐士”的二重性格，在这里得以微妙的结合。
他有时也“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气”；但更惬意的还是饮苦茶，读杂书，伴着院中白杨似雨的萧萧
声，冥思、玄想，“胡乱作文”，“在文学上寻找慰安”。
因此，这一时期，他除了继续写些社会和文化批评的杂文之外，还写了不少谈论人生和艺术的“趣味
之文”，诸如《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苦雨》、《喝茶》、《乌篷船》等等，均属现代
散文名篇。
正是此一时期的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
此后，随着时势剧变，周作人之思想亦在演化，30年代，面对着尖锐复杂的斗争，道路抉择的矛盾使
他更加陷入消沉；40年代，他失足变节，出任伪职，尽管原因复杂，但是有一点似可确信：深谙儒家
文化的周作人不能不为这种失节负载沉重的精神压力。
在上述情况下，在周作人心理上，那种内在的文化机制同外部的环境气氛之间的艺术的和谐解体了；
“叛徒”的活力既已消退，“隐士”的逸趣也随之变味，“苦雨斋”变成了“苦茶庵”。
周作人再不复昔日心境，艺术的灵感和才华，都随着心境的消沉枯涩而衰减。
这一时期在其散文创作里，“读书录”式的散文占着很大比重；“艺术的闲谈”式的散文，不仅数量
很少，而且其意味亦不似先前那样深刻隽永了。
所以我认为：作为散文家的周作人，其艺术的生命和灵魂，只属于20年代在老北京城的“苦雨斋”，
没有那个时代的失望与追求并存的苦闷，没有“苦雨斋”那萧萧如雨的白杨，没有这一切同周作人那
“叛徒”与“隐士”性格及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融合，便没有那种使人低回的艺术的闲谈。
　　周作人这种“闲谈”的妙处，首先就在于他从“自我”出发，在平凡事物上谈出动人的天理物趣
。
很明显，在审美主体上，周作人所倡导的“言志小品”，乃是西方随笔的“自我表现”同我国明人小
品的“独抒性灵”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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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倡导的“言志”，即是“抒我之情”、“载自己之道”，而非代人立言、“载他人之道”。
他认为散文最使人“惊异”处，就在于作者在笔尖下留下的是“自己的一部分”。
综观周作人所写，皆其自己的见闻感思，其取材似极平凡而琐碎，诸如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喝
茶，饮酒，鸟声，苍蝇，乌篷船，白杨树，自己的初恋，爱女的病⋯⋯他都有兴观照。
故有人说，周作人的散文，单从书目上看，好似一“拍卖品的目录”。
但让人叹服的是这些事物一经其笔墨点染，便发生了魔术般的变化。
有人说，在周作人散文园地里，常会使人觉得“蔬菜比玫瑰花还要红艳可爱”，有时“苍蝇比天地命
运那类大题目更为有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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