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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撰写出版英国文学史是近代教育发展的结果。
1902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在规定的中学12门课程中，英文几乎占到总课时的四分之一
。
为了满足英语教育的需要，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出版了由中国教育家伍光建编写的《帝国英文读
本》，这是一本以英国文学为主要内容的、供学生使用的教材，曾被清朝学部列为最佳中学堂教科书
。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教育部于1913年颁布《大学规程》，在为英文专业类规定的11种科目中，列入
了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史课程。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编审的供综合大学四年制英国语言文学专业使用的
《英国文学史教学大纲》（草案），确立了英国文学史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并为英国文学
史的编写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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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年流变》共有七章，绪论、文学史观在中国学者叙述与研究中的体现、英国文学史分期：中
国学者的观点、英国文学史叙述中的主线问题、英国文学史叙述中的中心定位、英国文学史书写中的
“中国模式”、结束语。
其中主要内容有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著述的总体回顾、研究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叙述的意义
、文学史叙述中观念的创新、演变与纷争、借用历史分期法的文学史分期、叙述主线选择的学理分析
、作家中心模式、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史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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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汉武，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宁波大学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和浙江省中青年
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和宁波市4321人才工程。
主要从事英国文学与英语国家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了浙江省哲社规划课题2项和厅市级课题
多项。
先后主编教材两部、学术著作1部，并在《外国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外语教学》和《
美术观察》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部分研究成果被A＆HCI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复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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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著述的总体回顾第二节 研究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
史叙述的意义第二章 文学史观在中国学者叙述与研究中的体现第一节 文学史叙述中观念的创新、演
变与纷争第二节 文学史观在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叙述实践中的体现第三章 英国文学史分期：中
国学者的观点第一节 借用历史分期法的文学史分期第二节 基于外来影响的文学史分期第三节 基于综
合因素的文学史分期第四节 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的分期理论第四章 英国文学史叙述中的主线问
题第一节 以作家介绍、作品分析为主线第二节 以理论观念预设为主线第三节 以文学品种演进为主线
第四节 叙述主线选择的学理分析第五章 英国文学史叙述中的中心定位第一节 作家中心模式第二节 作
品中心模式第三节 中心与边缘：综合的分析第六章 英国文学史书写中的“中国模式第一节 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的多元史观第二节 以文体演变为主线的叙述线索第三节 基于本土文化语境下的叙述特征第
七章 结束语附录1 论国内学者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附录2 论英国文学史的叙述模式附录3 中国学者所著
／编的英国文学史通史著作年表（1927-2008）附录4 中国学者所著／编的英国文学史部分著作目录附
录5 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书写的部分研究成果附录6 中国学者所著／编的英国文学史通史部分著作
封面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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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文学史观在中国学者叙述与研究中的体现第一节 文学史叙述中观念的创新、演变与纷争文学
史叙述对文学史观的关注，反映了叙述者一种理论的自觉。
回顾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实践与学术研究，文学史观的指南作用无不在其中得到直接或间接体现
。
这种重视史观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文学史的叙述活动之中，而且在历史、美术史等相关学术史的叙述
实践中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体现。
就中国文学史而言，在文学史成为独立学科之前，我们就有了丰富的文学理论和大量的文学批评。
但是，在1904年林传甲编写《中国文学史》之后，中国学者才开始以历史研究的方法来研究文学。
“文学史既是文艺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
文学史学家“最始和最终的角色是历史家，而不是作家、读者、批评家。
他的特别乐趣在于以特定的时空和因果关系，来纪录和诠释以往事件的过程。
文学是他写历史所使用的语言”。
朱自清在给林庚著的《中国文学史》的序言中也认为，“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作根据，主
要的是史学，广义的史学”。
由此可见，历史学与文学史互为联系、互有区别，史学理论为文学史叙述与研究起着某种牵引与导航
作用，文学史自身研究对象拓宽了史学领域，丰富了史学理论。
与中国的历史学一样，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在观念上的创新就是引进并接受了进化史观。
其实，进化史观在中国早被史学界引进并被用于中国史学的叙述与研究了。
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分别在1901年和1902年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等史学理论著作。
这些著作构成了他“新史学”最初的框架体系和理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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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编写的动机一方面来源于笔者长期以来从事的英国文学史教学实践；另一方面是受到了国内文坛
关于“重写文学史”专题讨论的影响。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中国学者所编写的英国文学史著述丰富，为中国读者普及英国文学
史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同时，笔者注意到，“重写文学史”的专题研究似乎仅仅限于重写中国文学史，而对中国学者书写的
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则明显表现为数量不多，质量不高，尽管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的书写实践在
不断更新。
因此，笔者就萌生了一个以英国文学史的书写为研究对象的想法，试图通过这一个案来分析、归纳与
研究外国文学史书写中国化的问题。
中国特点在本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书写对象尽管是英国文学史，但书写者是中国学者，书写的接受者为中国读者，对这些书写成果的研
究者同样是中国学者，而且其目的也是为了中国学者更好地书写与研究外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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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百年流变:中国视野下的英国文学史书写》是浙江省哲社规划课题“百年中国英美文学史学史研究”
（课题编号：06CGWX08YB）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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