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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新版）（上下）》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翔实而又独创性地论述中国现
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文学史著作。
以新的文学史观、文学观重新诠释1898—1949年间的中国文学所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情况——吸纳、排
斥、变异与自我创造，实现中国文学现代化、本土化的过程。
以比较文学的特有立场与宽广视域，将历史文献学的方法与理论分析相结合，探涉了一般文学史难以
展开的领域。
被称为新时期具有“学科突破”意义的代表性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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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伯群，1931年生，浙江湖州人。
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
曾参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作品选》、《民初都市通俗小说丛
书》（1991-1992年台湾业强版）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
曾合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6）》《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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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总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与继承、借鉴、创造第一章 在新旧世纪之交建立文学的界
碑第一节 以全局视界测绘文学革新图像第二节 翻译的新纪元为中外文学可比性奠基第三节 滥觞期的
界碑以观念更新为标志第二章 在中外文化交流传统中第一节 中国输出的智慧第二节 欧洲探索“中国
形象”第三节“中国之欧洲”第三章 “西化”，还是现代化？
第一节 建立民族化的现代化观念第二节 探求现代化的历程第三节 “西化”，非现代化第四节 传统派
、折衷派非民族现代化第四章 现代对传统的认同第一节 现代化和“历史的义务”第二节 现代作家对
“士”传统精神认同第三节 现代文学对古典美学思想认同第五章 继承、借鉴、创造与中国文学现代
化、民族化第二编 近代文学时期第一章 文化：近代中外文学比较的热点第二章 “欧洲精神”与“文
界革命”第一节 “文界革命”与倡导白话文第二节 “欧西文思”与新文体第三节 逻辑文及其发展第
三章 西诗汉译与“诗界革命”第一节 西诗汉译与“拜伦”角色第二节 “诗界革命”与新派诗第四章 
小说界革命与小说翻译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的兴起第二节 翻译小说与翻译观第五章 “新小说”：中国
小说现代化的开端第一节 政治小说的问题意识第二节 租界文化与社会小说第三节 短篇白话小说的现
代雏形第六章 “新剧”：从古典戏曲向现代话剧的过渡第一节 文明戏的兴起与外国戏剧第二节 早期
话剧创作与翻译第三编 “五四”文学时期第一章 外来思潮与“五四”文学观念第一节 “拿来主义”
与创造意识第二节 易卜生与“五四”个性主义第三节 泛写实主义思潮与“五四”文学观念第四节 欧
洲浪漫主义美学思想与中国传人第五节 泛神论与中国浪漫主义第六节 新浪漫主义与走向现代化意向
第二章 现实主义初潮中的“五四”小说第一节 现实主义观念形态与小说创作第二节 现实主义的开放
性第三节 鲁迅：“拿来”创造、融会贯通第三章 西方浪漫主义与“五四”小说第一节 浪漫主义精神
与小说创作第二节 自然性、时空感与宗教情绪第三节 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第四节 挑剔地选择浪漫
主义第四章 浪漫主义文学与主体独异光彩第一节 郁达夫对外国文化的选择与接受第二节 屠格涅夫、
施托姆、卢梭与日本“私小说”第三节 主体的独异创造第五章 西方现代主义与“五四”小说第一节 
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在“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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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在中外文化交流传统中　　第一节 中国输出的智慧　　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一个新
颖奇异、生机勃勃的西方文化景观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自此以后，中国文化、民族心理与文学所发生的巨大裂变，都与外来文化所给予的强烈刺激分不开。
以一八九八年为界碑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之于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学，表现出迥异的风貌与内容，它的
每一步发展与众多的成就都同世界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种中外文学的联系，有的来自直接刺激与模仿，有的是间接影响，有的来自西方，有的来自日本。
在此以前，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虽然也不断地吸收异域文化的滋养，例如西域艺术，尤其
是佛教文化的影响，但是中国古典文学总是迤逦着《诗经》、《楚辞》与先秦文化所开凿的主干河道
奔流，那些时尔旁逸的外来文化支流总是很快被注人与消融于主流中。
中国古典文学在三千年的流程中始终不变其固有传统的精髓与基本风貌。
而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这一不容忽视的特点，使我们在研究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民
族化这一课题时，不能不同时探讨世界文化之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不能不把探讨中外文学的相互关系
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不了解世界文学，不了解外来文化通过怎样途径进入中国文学，以及古老的中国
文学如何接纳、吸收、改造、变形的，就无法透视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关系，就无法阐释清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的发展与内涵。
　　而且，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本身就是一个传统，一个中国文学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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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新版）（上下）》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笼。
　　“全书中外文化视野开阔，‘史’的框架新颖而富有理论深度”，“具有了相当的学术品位”。
　　——贾植芳《专家鉴定书》　　《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是80—90年代“突破原有的文学史
研究格局与编写模式”的“明显标志”。
　　——樊骏《文学史研究格局与编写模式的突破》　　“是一部同国际学术先进水平‘接轨’并又
有中国特色的近现代全方位视角的文学通史”，“一部反映比较文学新学科进展，既能满足当前教学
急需，又能适合下一世纪新时代需要的优秀教材”。
　　——孙景尧《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　　直到十年后的今天，它的规模，它的学术水
平，仍然没有被完全超越，足见好的学术著作是有长久生命力的。
　　——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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