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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
它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因此，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就成为近代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对转型问题的探讨，既是对过去较长时间研究近代文学的反思，也是试图转换视角以便进一步深入研
究中国近代文学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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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延礼，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现任山东大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国近代
文学学会会长、山东省近代文学学会会长。
出版过专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中
国近代文学新探》、《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以及有关龚
自珍、秋瑾研究的专著八种，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其专著之前三种，被国家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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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个主要方面三、转型的文学史意义第二章 传媒、稿酬与文学的近代化一、近代报刊的出现与文学
传媒的变化二、中国职业作家的出现三、稿酬制度的形成第三章 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以20世纪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为例一、问题的提出二、分期的标准三、几部中国文学史中近代时
段的划分四、我的三段分期的时限第四章 中国近代文学的起讫年代一、文学与史学分期的关系二、中
国古代转向近代的本质特点三、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开端四、确定近代文学史下限的标准五、作家卒年
不是决定下限的主要依据第五章 “五四”这块文学界碑不容忽视一、时代的不同二、作家世界观的差
异三、文学语言的变革四、文学总体上质的区别第六章 中国近代文学精神一、启蒙精神与文学启蒙二
、忧患意识与爱国精神三、自由、民主精神的张扬四、西学东渐与文学的变革五、革新精神与大众意
识六、开放精神与走向世界中篇 东渐与西传第七章 西方文化与近代小说形式的变革一、近代小说类
型的扩大二、近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变化三、长篇章回体小说的突破和短篇小说的出现四、小说艺术表
现手法的进步五、环境描写六、小说形式的近代化第八章 近代外国文学译介中的文化选择意向及模式
一、源语国的选择空间二、译介对象的倾斜三、文学译介中的民族情结四、文学翻译中传统审美情趣
的渗透五、结语第九章 20世纪中国近代小说在全球的传播一、《老残游记》在全球的传播二、苏曼殊
小说的泽介三、曾朴、吴趼人、李伯元小说的翻译四、《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在国外五、
近代小说在亚洲第十章 世纪回眸：20世纪初的中国翻译小说一、《巴黎茶花女遗事》及其他二、近代
主要的翻译小说家三、近代翻译小说的文化选择及其主要特点第十一章 福建人文与中西文化交流一、
西学东渐：严复和林纾二、中学西传：辜鸿铭和陈季同三、福建人文的总体特点第十二章 中西文化交
汇中的近代文学理论一、近代文论的外部形态二、反传统精神与求新求变三、杂文学观念的打破，小
说戏剧由文体边缘向中心转移四、主张言文合一，倡导文学的通俗化五、近代文论中的新质与文学理
论的近代化第十三章 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化一、翻译文学促进了中国近代文体类型的健全二、
叙事艺术的“东渐”促进了文学的近代化三、不充分的文学近代化下篇 变革与创新第十四章 诗界革
命的起点、发展和评价一、“诗界革命”的起点：“新学诗”二、“新派诗”的界定三、“诗界革命
”口号的正式提出四、“诗界潮音集”的评价五、“新体诗”：黄遵宪在诗体上的新探索六、“诗界
革命”的范围七、结语第十五章 黄遵宪的开放意识及其诗歌的审美取向一、黄遵宪的开放意识二、《
日本杂事诗》的思想意蕴三、黄遵宪的美学追求四、黄遵宪的诗学理想第十六章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
研究一、梁启超对古典诗歌研究的新开拓二、梁启超对诗歌表情艺术的研究三、梁启超的美学研究第
十七章 严复、林纾并非桐城派作家一、问题的提出：一个误解二、严复非桐城派作家三、“以桐城家
目纾，斯亦皮相之谈矣”四、给严、林散文以正确的文学史定位第十八章 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小说一、
中国近代小说到底有多少?二、近代小说的整理与出版三、关于近代小说的研究四、中国近代小说研究
的不足第十九章 近代女性文学的新气象一、创造主体的变化二、写作文体的超越三、审美范围的扩大
与艺术风格的变化第二十章 黄世仲的小说理论及其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的地位一、强调小说在社会变
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二、突出小说叙事艺术的特点三、区别对待古典小说的精华和糟粕四、翻译小说与
创作小说的关系附录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历程之回顾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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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代市民阶层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新式教育，但由
于生活在城市，耳濡目染，对新事物比较敏感并易于接受；第二，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农村人口高
，有一定的阅读能力；第三，有省剩时间，需要精神食粮（特别是小说等通俗文学读物）。
在这个市民阶层中，还包括一部分新式学堂的学生，他们更是文学作品的主要接受主体。
市民阶层的出现，改变了古代和近代前期接受群体的结构，这是一个稳定的、有购买力的文化消费群
体，他们便是尔后鸳鸯蝴蝶派（此指广义的鸳蝴派）小说的主要受众。
20世纪第一个20年，市民阶层的出现表明文学接受主体已由“士”的阶层转移到市民阶层。
　　（七）翻译文学的影响　　翻译文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它对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
型影响是很大的，这是学人的共识。
　　中国古代文学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尽管它也吸取过佛教的思想文化、营养，也融会过国内
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精华，但从全球的范围看，它与世界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的交流还是远远不够的
。
近代翻译文学的出现与繁荣，对本土文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力，促使中国文学发生了一系列的内部变化
，自然对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一，翻译文学的出现，对文学观念、文学类型、表现技巧、文学语言诸方面均给予中国文学很
大影响。
以小说文体为例，翻译小说的出现，扩大了中国小说的文体类型（如出现了中国过去所无的政治小说
、侦探小说、科学小说、教育小说），影响与改变了中国小说单调的叙事模式，丰富了中国小说的表
现艺术，打破了长篇小说章回体的体制，促进了现代型短篇小说形式的出现。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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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