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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学到了20世纪，遇到了千年未见的机遇，也发生了巨变。
这巨变的程度远远超过历次改朝换代的影响，因为它遇到了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还有来自西方先进
技术的冲击。
这冲击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现代传媒的出现。
　　过去我们考察文学，常常愿意着眼于思想、思潮、艺术或文本，而忽视了技术和产业进步带来的
发展变化。
实际上，从先秦的刻竹简到后来的毛笔书写，语言和文体变化受技术进步影响很大，从宋代话本到明
清小说，印刷术的进步也着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时候，现代报刊杂志在中国的兴起对文学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依靠它，现代文学作品有了古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同时代读者，现代文学各种思潮、流派的传播速度和
影响广度也做到了前无古人。
因此，把研究视野放在现代文学与同时代传媒的关系上，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选择。
　　以文学思潮和现代报刊传媒为线索，针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
首先让我们感到的是，以启蒙为事业，以“载道”为主体的现代文学各个流派常常有着鲜明的“阵地
”，一些重要的报纸和杂志常常对某一文学潮流产生重大影响。
传媒不仅为文学流派提供平台，还为它集聚人气。
某些报刊甚至成为了某一时期文学思潮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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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传媒与中国现代作家》通过对大量资料的研究，《现代传媒与中国现代作家》主要叙述了
这些报刊的成长历史，分析它们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同时侧重分析了围绕在每一报刊的重点作家
。
事实上，现代文学的很多作家是超越了单一的文学思潮的，他们在很多报刊上，很多阵营里都非常活
跃。
对于这样的作家，我们把他放在更为接近的一种传媒视野里进行考察，同时兼顾到他对其它思潮和流
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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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日君：男，1971年生于辽宁大连。
现为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总支书记、副教授。
个人主攻方向为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与影视文化研究，近年来在《小说评论》《社会科学辑刊》等刊
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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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每期都刊载外国作家的作品。
诗歌方面集中在后期象征诗派和英美意象诗派的介绍，如第1期的《夏芝诗抄》，选译夏芝（今译叶
芝）的七首抒情诗；第2期的《核佛尔第诗抄》，选译核佛尔第的五首诗歌；第3期《美国三女流诗抄
》，选译陶立德尔、史考德、罗慧儿三位美国女诗人七首意象派诗歌；第4期《日本新诗人诗抄》选
译了天野隆一、大缘敬节等七位日本诗人的新作。
另外，比较集中的诗歌翻译还有特·果尔蒙的《西茉纳集》，美国诗人桑德堡、林德赛的诗。
”在小说方面，《现代》杂志，“既刊载了《学徒的神仙》《变成白桦的人》《亲事》《小尼克》《
厨刀》等现代主义色彩较强的小说；也有左翼革命文学作家伏尔可夫的《小雄鸡》、小林多喜二的《
母亲们》的作品。
[3]同时《现代》特设“艺文情报”、“外国文艺通信”等栏目，介绍当时的世界文艺和世界文坛的情
况。
戴望舒的《大战后的法国文学》《叶赛宁与俄国意象诗派》，高明的《1932年的欧美文学杂志》，施
蛰存的《新的浪漫主义》，徐迟的《意象派的七个诗人》，赵家璧的《近代西班牙小说之趋势》等，
都是关注世界文艺的重要文章。
《现代》5卷6期曾是“现代美国文学专号”，用四百二十多页的篇幅全方位地介绍现代美国文学。
这其中，有对美国三大文评家白璧德、琉维松、卡尔浮登文艺观的介绍，还有11篇作家专论，分别评
述杰克·伦敦、德来塞、刘易士、奥尼尔、海明威等作家；同时，杂志登载了美国文学的代表作，还
开列了一份“大战后美国文学杂志编目”和“现代美国作家小传”。
　　4.《现代》杂志倡导文学的现代主义实验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现代中国文学三大文学思潮之
一。
《现代》杂志在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形成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
其一是在新诗方面，《现代》聚集了一批诗人，形成了一个由《现代》杂志而获得命名的新诗派一现
代诗派，进行了新诗的宝贵探索。
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群体，主要有：戴望舒、施蛰存、杜衡、金克木、李金发、冯至、卞之琳、何其芳
、.侯汝华、路易士、朱大协、林庚、李心若、玲君、史卫斯、陈江帆、南星、刘振典、吕亮耕、李广
田、番草等人。
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看不懂”和“朦胧”。
在题材的选择上，作者主要是对现代生活，特别是现代生活中的情感进行抒发，把孤独、隔膜、寂寞
当作其主要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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