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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文学”，是近年来学界提出的一个新的文学史概念。
从时间的界定上来说，顾名思义，它所指称的当然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但这也只是一种大致不差的
说法，很难说它的上限就一定是1900年。
从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其上限应在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
至于下限，因为这一过程迄未完结，亦不能就预定在1999年。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这一文学过程分解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阶段。
和“20世纪”一样，“近代”、“现代”、“当代”也是表述时间的概念，而且，由于这三个概念所
包容的历史内容及其对文学的制约和要求不同，三个时期的文学确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和表征，据此来
研究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和“20世纪”不同，这三个概念虽然也是表述时间的阶段性的，但它们却带有明显的历史人文
色彩，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指向，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因此，依据这种社会政治革命的分期来划分文学发展阶段，又必然会有削足适履之憾。
事实上正是如此。
对政治分期的依附，意味着对政治尺度的依附，其结果必然是对文学史固有尺度的相对漠视甚至放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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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1898—1917）概说上世纪末，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维新派政治改良的破产。
但历史的演进常常是耐人寻味的。
对于维新派来说，变政的失败无疑是一大不幸，然而这一结局却为他们发动文学革新运动提供了历史
的契机，并使之成为这一新的历史行为的成功者。
在世纪之交，梁启超接连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响亮口号，且力主“
戏曲改良”，正是由它以及由它所引发的文坛变革的潮涌，拉开了与古典文学相颉颃的文学新世纪的
帷幕。
这并非出自于偶然，实际上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以社会发展的现代化为鹄的的中国历史的近/现代化转型发展，在认识和实践上都是一个不断调适、发
展的过程。
1922年，梁启超回顾前此五十年历史的进化轨迹，曾经作过这样大致的描述：“近五十年来，中国人
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
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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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套装全2册)》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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