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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语言论争史论(1915-1949)》内容简介：现代文学的发展，实际是以新兴思想观念与僵化文言模
式之问的内在矛盾为契机，在不断演变的社会文化转型中，所由展开的一个现代化过程。
而此过程中所开展的有关文学语言的论争，实则具有将不同层面文化观念及思想意识汇聚融合，继而
运用于文学实践、推动文学转型实现的重要作用。
因此，立足于白话建构与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影响与紧密联系，《文学语言论争史论(1915-1949)》引
入适当的语言学研究方法，重点考察了现代文学发展中的3场熏要语言论争，即五四时期的“文白之
争”、30年代的“大众化”讨论、40年代“民族形式”的论争，结合对语言论争所由形成的时代语境
考察，梳理、辨析了历次语言论争中所建构的语言观念及所凝聚的多重思想意识，总结了汉语书面语
的现代品格的生成过程。
以此为基础，《文学语言论争史论(1915-1949)》还进一步考察了论争中所形成的白话观念及思维方式
，在现代文学的语言资源、语体形态、表达风貌等方面的实际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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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泉女，1974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市。
1996年毕业于青岛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
2003年毕业于青岛大学文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
200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青岛大学汉语言学院副教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语言及对外汉语教
学等领域的研究。
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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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语言建构与现代文学研究 一论题的提出 二现代文学发展中语言论争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三本书的
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 第一节“文白之争”的历史描述 一白话文学观
念的提出及其近代渊源 二新文化派与“折衷”派之间的辩难与商榷 三新文化派与守旧派的持续论争
与激烈交锋 第二节“文白之争”中的关键性问题 一白话文的合法性 二文言与白话的属性与功用 三白
话文的建设与完善 第三节对“文白转换”过程的整体思考 第二章30年代的语言“大众化”讨论 第一
节语言“大众化”论争的阶段性考察 一文学用语问题的浮现（1928—1932年） 二文学用语问题的深化
（1932年前后） 三文学用语问题的集中探讨（1934年前后） 第二节“大众语”论争中的关键性问题 一
“大众语”与白话文 二“大众语”的实施与发展 第三节语言“大众化”方向再思考 第三章40年代“
民族形式”论争中的语言问题 第一节“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语言本体意识 第二节“民族形式”
引发的语言资源问题的讨论 一民间文艺用语问题 二大众日常用语问题 三“五四”新白话问题 第三节
民族意识对现代白话发展方向的整合 第四章文学史叙述与建构中的语言论争 第一节作为方法论参照
的语言论争 一语言视野的引入 二新文学“传统问题”的阐释途径 第二节作为文学史叙述内容的语言
论争 一文学史对“五四”时期“文白之争”叙述的流变 二文学史对语言“大众化”“民族化”叙述
的趋于一致 三语言观念文学观念文学史观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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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一新型格局的形成，固然离不开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文学的积极借鉴，但语言观念及语
言形式的双重转变，对于现代文学文体格局的形成，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文学语言“文白转换”的实现，改变了传统的文类格局，增强了小说、戏剧等新型文体的创作动力，
转化了诗歌、散文等旧有文体的创作方针，开创了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
 白话作为文学语言，在古代仅出现于俗讲、唱本及小说中，难以为白话诗歌、白话戏剧提供必要的借
鉴，兼以其作为书面语言尚未形成完善的语法规范与充足的词汇体系，因此，与白话小说、白话散文
的迅猛发展相比，白话诗歌、白话戏剧的创作始终面临难以解决的语言困境，造成了四大文体发展的
不均衡。
 朱光潜在1940年曾对现代小说创作进行了评价，认为“通盘计算，小说的成绩似比较好，原因或许是
小说还可以接得上中国的传统”。
证明小说创作的成功与传统文学积淀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语言形式的一致，则成为联结二者的深层血
脉。
意大利学者马西尼曾对汉语中的多音节词进行了统计，发现“多音节词在汉语中早就使用了，即使在
十九世纪以前，特别是白话文学中，多音节词已屡见不鲜。
在《水浒传》（约1649年）、《红楼梦》（1765年）和《儿女英雄传》（1840年）中，多音节词和单
音节词的比例大约为1：1。
在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1935年）中，也差不多是这个比例”。
反映出传统白话小说与现代小说在语言形式上的承接关系，同时也证明，二者对于写实文学观念的追
求是基本一致的。
明清白话小说的主要作者为下层文人，他们的创作多以直接反映下层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为主，在语
言表达上也注重吸纳能够及时反映社会生活变迁的新词新语。
可以说小说自出现以来，其用语方式是基本同步于当时的社会语言现状的，这种情况延续至现代，以
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生活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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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语言论争史论(1915-1949)》还进一步考察了论争中所形成的白话观念及思维方式，在现代文学
的语言资源、语体形态、表达风貌等方面的实际体现，《文学语言论争史论(1915-1949)》适合从事相
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语言论争史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