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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
右。
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
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
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
国文学的前奏。
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
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
，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
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
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
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
“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
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
“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
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
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
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
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
至势不两立。
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
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
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
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
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
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
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
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
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
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
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
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
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
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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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望舒（1905.3.5-1950.2.28），现代诗人，浙江人士，原名戴朝案，笔名有戴梦鸥、艾昂甫、江思等。

    在新诗发展中，戴望舒是以最少的作品而领袖一个艺术流派的著名诗人，有诗集《我的记忆》、《
馑舒草》、《灾难的岁月》等。
其诗作受晚唐温庭筠、李商隐和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果尔蒙、耶麦等的影响较大。
作为现代派新诗的举旗人，无论在诗歌理论还是创作实践上，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

　  本书收入其诗作93首，散文22篇，诗论3篇。
《雨巷》、《寻梦者》、《乐园鸟》、《烦忧》等是其代表作，其中《雨巷》以其优美、伤感、惆怅
、朦胧而富于音乐美的特性，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
他也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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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戴望舒小传诗 歌　夕阳下　寒风中闻雀声　自家伤感　生涯　流浪人的夜歌　Fragments　凝泪出门　
可知　静夜　山行　残花的泪　十四行　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　回了心儿吧　Spleen　残叶之歌
　Mandoline　雨巷　我的记忆　路上的小语　林下的小语　夜是　独自的时候　秋天　对于天的怀乡
病　断指　印象　到我这里来　祭日　烦忧　梦都子　我的素描　百合子　八重子　单恋者　老之将
至　秋天的梦　⋯⋯散文诗论戴望舒主要著译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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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戴望舒小传在新诗发展中，戴望舒是以最少的作品而领袖一个艺术流派的著名诗人。
戴望舒，原名戴朝寀，笔名有戴梦鸥、江思、艾昂甫等。
1905年3月5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大塔儿巷11号。
 1923年夏，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
1925年“五卅”惨案引起的一场反帝运动高潮中，上海大学被查封，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学习。
1926年同施蛰存、杜衡创办《璎珞》旬刊，在创刊号上发表处女诗作《凝泪出门》并翻译了魏尔伦的
诗。
其后，初恋的热烈温热了戴望舒的心。
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成为他的热恋对象。
戴望舒一些深情的爱情诗篇便是这种热恋情感的产物和结晶。
1928年，戴望舒与施蛰存、冯雪峰、刘呐鸥办了一个水沫书店，出版水沫丛书，创办杂志《无轨列车
》，出至第8期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查禁停刊。
1929年4月，水沫书店出版了戴望舒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其中《雨巷》优美、哀感、惆怅、朦
胧，富有音乐美，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他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
稍后，他们又创办《新文艺》杂志，努力提倡新兴的无产阶级文艺。
1930年3月2日，经冯雪峰介绍，戴望舒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成为左联第一批盟员。
1932年5月，参加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的创办，成为现代派诗人的领袖。
为了深造，戴望舒于1932年11月18日乘“达特安”号邮船赴法国留学。
在法国，他将亲手编定的自己的诗作《望舒草》，交给挚友杜衡写序，于1933年由现代书局出版。
因经济困窘，他转入收费较低的里昂中法大学学习。
后来他到西班牙作短暂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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