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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龙，男，1952年6月出生，博士，教授，博导，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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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老舍研究会、中国小说学会理事。
著有《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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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前奏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从晚清开始的。
从鸦片战争（1840年）前后到“五四”（1915年）前夕，中国经历了“千古未有之变局”。
伴随着民族危机、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各种新思潮的碰撞激荡，中国的思想领域开始发生深刻的变
化。
中国文学向现代的转变，成为整个社会与思想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维新派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改良主义思潮，这是一种带有
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变法潮流，目的是救亡图存和在中国发展君主立宪式的资本主义。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在清政府中帝党的支持下发动了“戊戌变法”。
谭嗣同等六君子的喋血宣告了维新变法的失败，但维新派的变革意识却极大地冲击了旧的封建思想体
系。
这种冲击在文化领域的体现之一是维新知识分子掀起的文学革新运动。
梁启超等人强烈地意识到文学具有“开民智，振民气，鼓民力”的巨大功效，力倡“诗界革命”、“
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
但他们主张的“革命”实为改良之意，与革命派所言之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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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教材是为大学本科、专科课程编写的，也可以作为文学爱好者的参考书。
历来大学将自“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分成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两门课程，教材历来也分为
两部。
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后，出现了不少中国20世纪文学的专著与教材，将中国现
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合而为一，这已成为大学课程与教材编写的一种趋向，可以不割断文学发展的
流脉，宏观地、整体地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嬗变。
本教材以1917年至20世纪末的文学为对象，简约地阐述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重点评述作家作品。
新时期以来，文学观念的变化导致了对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诸多以往在阶级斗争观念与政治标准第
一准则中被批判、遭忽视的作家作品，被重新发掘、重新评说，l发现了这些作家作品不可忽视的价值
，以至于形成了文学史教材的越来越厚的现象。
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是文学不断经典化（简化）的过程，文学史教材起着一种导引的作用，因此本教材
以简洁明晰为撰写的基点，力求简洁准确、要言不烦，故本教材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史》为书名。
王铁仙先生是本教材最初的构想者与策划者，他不仅精心设计了教材的章节、撰写了长篇绪论，还拟
定了较为详细的编写设想，强调编写的原则在于：重在全面描述、力求重现原貌，简约阐述思潮、主
要评价作品，确立评价标准、重点评述佳作，注意文字表述、力戒浮文套语等，这对于本教材的编写
设定了基本思路和要求，应该说没有王铁仙先生的构想与策划，本教材的编写与完成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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