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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五四”发端的现当代文学是以自成格局的文学形态而载入史册的。
它所具有的现代意义的文学特质，它为实现文学现代化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它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
交融的特质等都标志着中国文学已由古典风范向着现代品格转化，现当代文学同绵延已久的古代传统
文学呈示出不同的格调，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
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也早已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
课程列入高等学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之中。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经过历史的沿革，现在已到了厘定课程的称谓与内涵，
使之成为具有相对合理性的独立文学课程的时候了。
这门课程的开设，始于建国初的现代文学课程，或称为“新文学课”；编撰了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
”，或称“中国新文学史”相关的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史（或称中国新文学史）的时间段，则界定在自1917年新文学革命始，至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止，前后约30年时间。
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是，我国的新文学实际上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建国以后的文学，基本上继承了前30年新文学的传
统，在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形态上，同通常所说的“现代期”文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分。
而随着时间的推延，“当代期”文学又远远超过前30年，到20世纪末为止，已经经历了50余年。
因此，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如果仅仅只讲前30年文学的历史，显然是很不完整的。
新时期以来，高校开设了一门新的独立的课程：“中国当代文学”。
它的研究范围就是建国以来直至现在正在发展中的新文学。
这门课程的开设，弥补了以往的“现代文学”课一大块缺失，对丰富我国新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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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修订版)》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经过历史的沿革，
现在已到了厘定课程的称谓与内涵，使之成为具有相对合理性的独立文学课程的时候了。
这门课程的开设，始于建国初的现代文学课程，或称为“新文学课”；编撰了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
”，或称“中国新文学史”相关的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史（或称中国新文学史）的时间段，则界定在自1917年新文学革命始，至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止，前后约30年时间。
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其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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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月社的文学主张总起来可归纳为两点。
第一是批评了“五四”以来新文学情绪过分泛滥和形式散漫化倾向，提出“以理性节制感情”的美学
原则。
他们认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情感过于泛滥，而“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
在于节制”，因而这些情感必须纳入一定的形式之中，.“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的惟一表现”。
因而他们强调艺术选择和艺术加工，认为“没有选择就没有艺术”，“自然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
”，倡导“格律诗”，闻一多进而提出了著名的诗歌“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的主张。
所谓音乐美，是指音节的协和与节奏，因而要求每行的音节数大致相等。
所谓绘画美，是指诗歌语言词藻修辞的美，也就是对土白语言的“艺术化”。
建筑的美则是指诗歌外在形式所达到的“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所产生的视觉美。
同样在“国剧运动”中，他们也批评早期易卜生式话剧“利用艺术去纠正人心，改善生活”的倾向，
使“这些戏剧”“已不成其为艺术”。
因而要求戏剧登上“纯形”的境界，追求戏剧的形式“节奏”。
第二是对“五四”新文学的“欧化”倾向不满，强调要融合中西，要从中国古典艺术中汲取营养。
闻一多便批评郭沫若的诗歌缺乏地方色彩，而应该融合中西，“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而“国剧”的创造，就是要在写意的和写实的两峰间架起一座桥梁，创造一种新的戏剧。
　　1926年6月以后，闻一多、徐志摩等相继离开北京，新月社无形解散。
当他们与《现代评论》的胡适、陈西滢等人于1927年重新集合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
（1928.3 一1933.6 ）时，便进入了新月派活动的第二个时期，即后期新月派了。
这一时期新月社的主要文学成就依然在诗歌创作上。
当陈梦家1931年9月编选《新月诗选》时，收入18家诗人的诗作，显示了相当整齐的阵营。
但这时闻一多已赴山东青岛大学任教，主要精力转入学术研究。
骨干力量是陈梦家、方玮德等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诗人群和卞之琳等北方青年诗人群。
他们大都是徐志摩的学生，奉徐志摩为盟主。
当徐志摩于1931年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后，这个诗派也就进一步分化。
至1933年6月《新月》正式停刊，宣布了这个诗派解体。
　　同新月社相关联的另一个文学派别是“现代评论派”。
“现代评论派”因《现代评论》杂志而得名，该刊由原《太平洋》杂志和《创造季刊》合并而于1924
年12月在北京创办的。
其基本成员主要是原《新潮》社成员，如杨振声等和北大的一些教授，主要有陈西滢、凌叔华、丁西
林以及胡适、高一涵等人，由王世杰主编。
1927年3月移至上海出版，由丁西林主编，1928年12月终刊。
“现代评论派”这个名称是鲁迅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现代评论》的陈西滢等论战时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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