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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开垦学术的处女地——序韩晗《纸上风流：消失的民国杂志》樊星韩晗出生于1985年，属于“80后”
。
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喜欢写诗、写小说的不少，喜欢研究文学的似乎不多。
而作家陈应松在向我推荐韩晗时一再强调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指文学研究
），这样的年轻人现在真的不多！
”后来，我了解到韩晗已经出版了散文集《大国小城》、学术专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等八
种，更感到了应松兄此言不虚。
这不，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入学不到半年，韩晗又拿出了他的最新成果《纸上风流：消失的民国杂
志》，并告诉我，其中的几篇已经或即将在《书屋》、《汕头大学学报》等刊发表。
借此书出版之机，韩晗希望我能写篇序言，我当然乐意玉成此事。
期刊研究、文学的传播研究都是近年来学界的热门话题。
关于那些深刻影响了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期刊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韩晗一面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一面迅速进入了对于那些学界一时尚未关注的期刊的研
究，通过对原刊的细致阅读、研究，有所发现，从而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园地。
例如《絜茜》、《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呐喊（烽火）》这些学界的研究显然还不够的刊物，韩晗
都能拂去历史的烟尘，还其清晰的历史面目，揭示其在历史上也许不那么深远、但不容忽略的文化意
义。
这样，这本书就具有了某种拓展新知、填补空白的意义。
同时，韩晗有意在对于不同期刊的研究中剔发不同的文化意义，努力呈现出对于期刊研究的多侧面理
解，也使得本书具有了摇曳多姿的灵动感。
此外，更有意义的是，韩晗能够走入历史的深处，去理解那些前辈文化人的追求与迷惘，去发掘那些
好像已经湮没在历史废墟中的文化陈迹，我觉得是显示了一个“80后”学人对于前辈和历史的浓厚兴
趣、也是显示了文心的薪尽火传的。
现在有不少青年学人，常常习惯从某一西方的流行理论入手去讨论问题。
然而，西方的理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千变万化的文学现象，却是一个问题。
甚至在西方，对文学评论的理论化倾向的质疑也时有所闻。
美国文学评论家韦勒克就曾经指出：“当前迫切的问题⋯⋯理论是接受了，而与文本的接触却越来越
少了”。
因此，如何从对于文本的阅读感觉入手，去感受、描述文学的丰富与微妙，进而深刻领悟人生的丰富
与微妙，就成为避免沦为流行理论附庸的关键所在。
我在读了这部书稿以后，感到韩晗既能关注新的理论，并从中摄取研究的灵感，又能不为理论所囿，
努力还原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多变，读来常有移步换景之感。
例如《“遗失的美好”》一章对《絜茜》月刊的研究对于“三个张资平”、“两个《絜茜》月刊”的
发现就颇有新意地揭示了中国文人命运的多变；《知识分子、公共交往以及话语范式》一章中对《武
汉大学文哲季刊》“创刊号”特色的发现——“‘重中轻西’、‘昌明国粹’仿佛是《季刊》的办刊
宗旨——这与以欧美留学生为主要撰稿梯队的刊物似乎十分不符”，同时这一现象也有特别的文化意
义：“恰恰因为有着一群优秀的留学生（尤其是欧美留学生）供稿者，他们既有着西学的视野，又有
着国学的底子”，做起“昌明国粹”的事业来才别具特色⋯⋯都能体现出作者从史料的钩沉、分析入
手，去重新发现历史的风云变幻、历史人物的命运多变的求实精神。
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还原历史的复杂绝非易事。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问题、人事纠葛缠绕在一起，没有深厚的学养，是难
以透彻地做到“知人论世”的。
而深厚的学养，当然是建立在常年的积累基础之上的。
由于作者毕竟年轻，虽然在对于那些“冷门”期刊的研究上能够有所发现，但当他试图“以点带面”
评论那些错综复杂的思潮时，有时难以做到深处，就显示了作者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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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书中对于现代文学史上唯美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评述就明显有简单化之嫌。
因此，这本书虽然已经出版，还是需要进一步打磨的。
我相信韩晗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既然他真心地喜欢学问。
而且，他还如此年轻！
2010年12月24日于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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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坛泰斗、学界巨子，为何主编的刊物均是昙花一现？
是社会的人文衰落，是读者的有眼无珠，还是内部失火？

　　学者傅雷、周煦良创办了《新语》半月刊，旗下云集了钱钟书、马叙伦等诸多名家，该刊仅办几
期便成绝响！
《絜茜》既不亲国民党，又不亲共产党，站在“第三党”角度的文化人，有着怎样的诉求？
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实质上并非广受欢迎，而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只是采取商榷的态度
。
是什么原因导致《新青年》“被中心”呢？

　　本书作者亲自查询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的民国文献
馆藏，并采访到邵洵美之女邵绡红、傅雷之子傅敏、老作家黄宗江等见证人，以珍贵的历史图片、流
畅的文字，再现民国杂志风采，填补了学界研究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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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硕士。
作为曾经的“八零后”作家，韩晗是一位转向学者的成功范例。
2007年与郭敬明、张悦然一道加入中国作协，现在成为“八零后”代表作家中唯一一位拥有博士头衔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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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樊星）
导论：建构“群像式”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
——兼谈“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学术困境及其出路
第一章：国家意识、文学叙事与学者参政
——以《新语》半月刊为核心的史料考辩
第二章：“遗失的美好”
——以《絜茜》月刊为核心的史料考辩
第三章：知识分子、公共交往以及话语范式
——以1930-1937年《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为核心的学术考察
第四章：狮吼声何处
——关于《狮吼》杂志及其后期文学活动史料考
第五章：“怎样遗忘，怎样回忆？
”
——以《现代文学评论》为支点的史料考察
第六章：“被中心”还是“被边缘”？

——以《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为中心的考察分析
第七章：从“话语媒介”到“文学场”
——以《笔谈》杂志为核心的史料考察
第八章：烽火中的呐喊
——以《呐喊（烽火）》周刊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补记：胡风茅盾的四次交恶
第九章：上清旧文学之弊，下开新儒家之源
——关于《学衡》杂志的再思考与再认识
余论：关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几点思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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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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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韩晗的这些文章令我感觉极有收获，他不仅发掘被人忽略的现代文学期刊史料，而且加以评论，捻出
当中在今日看来颇能启发人的意蕴。
——张隆溪 瑞典皇家人文、历史与考古学院院士该书资料丰富，令我大开眼界，也十分佩服韩晗治学
的功夫。
他对于这些期刊的研究，应该是有相当的开创意义。
我相信韩晗若继续努力，必然能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王德威 世界华人杰出人文学者、哈佛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 韩晗的期刊研究，与时下大多数流于
材料展示与归纳不同，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并能在局部史料的深研中，以小见大，体现出对文学史问
题的深入思考。
他的历史知识与文学感受超过一般的博士生，而文字功夫也看得出是厚积薄发的。
 ──杨联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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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将九种“失踪者”民国期刊进行了“群像式”梳理，较为系统、全面地梳理
了期刊语境下的现代文学与社会经济、政治格局及文化思潮等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其中涉及的《絜茜》、《现代文学评论》、《新语》、《夜莺》、《笔谈》、《烽火》与《武汉大学
文哲季刊》等刊物研究均填补了学界相关研究的空白，受到了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张隆溪、美国哈佛
大学教授王德威、著名作家杨联芬与德国特里尔大学客座教授樊星等国际知名学者的好评，而且武汉
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樊星教授作为该书的审稿专家，为该书的修改多次提出了珍贵的意见与建
议。
在“民国怀旧热”的今天，国内尚无一位学者可以一次性拿出这么多成套的散佚期刊并将其研究、解
读。
《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不但选摘了近百幅一手资料的原刊、历史文献图片，而且作者流畅雅驯的文
笔，使得《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有了可与散文媲美的可读性，亦有了可与画报媲美的观赏性。
《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特点：1.学术价值：国内第一本关于民国期刊杂志“失踪者”的钩沉性著作
。
2.使用价值：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绕不开的必读著作。
3.史料价值：首度揭秘的第一手资料，从海外带回的珍贵图片。
4.权威肯定：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张隆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著名作家杨联芬与德国特里尔
大学客座教授樊星等学者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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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也是一种叙述——评韩晗《寻找消失的民国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热已经热了不少年，至
今热力不减。
韩晗的这本书也是着意在此用力。
他从现代文学目前最为多见的三种研究方式——“通史研究法”、“作家作品研究法”和“理论前置
研究法”存在的弊病入手，紧跟“重新回到历史现场”的以史料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新范式的
热潮，通过建构“群像式”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开垦出一块块学术的“处女地”。
  此书主要围绕一些被有意或无意遗忘的期刊史料，将历史地位、文本内涵与社会影响的三重视角，
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并结合对人际交往的史料钩沉，进而“知人论世”，从多个侧面努力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从《新语》半月刊到《絜茜》月刊、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到《狮吼》杂志、从《现代文学评论》
到《新青年》杂志、从《笔谈》杂志到《吶喊（烽火）》，再到《学衡》杂志的再思考与再认识，一
份份被历史淹没的杂志，仿佛一朵朵被湮没在杂草中的鲜花。
韩晗通过他辛勤地劳作，竟然开垦出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花园。
花园中的花朵并非稀有，但清新别致，自有洞天。
 阅读此书，我们可以从傅雷、周煦良于1945年创办的《新语》，看到抗战结束后国内知识分子的国家
意识及其使用的政治话语。
韩晗从国家意识、文学叙事与学者参政三个角度出发，探索政治、文学与知识分子三者之间的微妙关
系，揭示《新语》所生成的一种新的、介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独特的话语机制。
 韩晗从“三个张资平”和“两个《絜茜》月刊”的细致分析，展现出人的转变与期刊的转变之间的互
为印证的清晰轨迹。
他认为《絜茜》月刊问题的实质是民主党派对于文学体质的干预——即“第三种政治力量”与中国现
代文学体制的关系问题。
而因为张资平“汉奸文人”的身份与其它难以言明的政治原因，《絜茜》终于成了“被遗失的美好”
；而以1930-1937年《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为核心的学术考察，韩晗通过对该刊创刊及其作者群分析，
指出其天下公器的学术意义，并指出其融贯中西的学术贡献和影响。
韩晗还着力论述了该刊三类话语范式——并不介入政治话语、以学术的姿态介入政治话语以及从纯粹
的政治话语介入，并认为对该刊进行公共交往下的话语范式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关于《狮吼》杂志及其后期文学活动史考察中，韩晗详细叙述了该刊从“滕（固）核心”到“邵（
洵美）核心”的转变过程以及其停刊始末，并认为该刊在对欧美文学的译介上有着巨大贡献。
同时，以《现代文学评论》为支点的史料考察，韩晗着重介绍该刊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贡献，以及其在
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整理国故”与“比较文学”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
而《笔谈》是茅盾于1941年9月在香港创刊的文学半月刊，韩晗通过以《笔谈》杂志为核心的史料考察
和战争语境下“文学场”的成因与分析，指出其带来了香港政论刊物的勃兴，形成了从“话语媒介”
到“文学场”的文学模式转变。
在以《呐喊（烽火）》周刊为核心的史料考察中，韩晗对这份茅盾、巴金1937年在上海创立的文学期
刊得不到评论界重视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考辨，揭示出其原因在于胡风的诋毁，而最终原因来自于胡
风茅盾的四次交恶，但是该刊的历史意义却不应被忽视。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最后一节是对《学衡》杂志的再思考与再认识。
《学衡》杂志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指出其被误读的原因在于不能全面地读，不能
历史地去分析，而是断章取义。
韩晗做出了其“上清旧文学之弊，下开新儒家之源”历史价值的论断。
  在此书中，韩晗发掘了一批被淹没的史料，并根据这些史料的研究现状提出疑问，再追根溯源寻找
答案。
在对历史“祛蔽”的过程中，韩晗努力为我们还原历史的可能面貌，发掘了一些“遗失”的“美好”
，并让我们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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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历史无法重现，由历史构成的叙述底本就成了一种理想状态。
无论多完美的叙述都只能是一种述本，可以无限接近底本却永远无法到达。
韩晗的这个述本无疑是优秀的，他采用新的叙述视角和叙述方式对这些期刊进行了新的叙述。
但我们依然渴望着更优秀的叙述出现。
这是致力于史料研究者的宿命！
是挑战！
也是大幸！
——马文美 四川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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