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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元1998年。
21世纪的钟声，已经在人们的心头敲响。
　　踩在新世纪的门坎上，我校领导立足于建设教学科研型的新型一流师范大学的高度，经多次研究
决定，汇集本校历史上以及当今知名教授的学术著作，编辑出版《随园文库》；选择颇见功力的青年
教学研究人员的力作，编辑出版《青年学者文丛》；资助出版若干本校教师编写的优秀教材。
这项举措，受到了全校广大师生的欢迎。
为保证这三个系列图书的出版，由学校.和校出版社共同出资，设立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
成立了以校长为主任委员的“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管理委员会”，其职能机构为“南京师范大学
出版资助金管理办公室”。
同时，还专门成立了由数十位高水平专家学者组成的《随园文库》编辑委员会，以保证《随园文库》
、《青年学者文丛》这两套丛书的学术质量。
教材资助项目，则直接由出版资助金管理委员会把关。
　　《随园文库》所收学术著作，须是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的代表性作品。
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可上溯至1902年由清末名臣张之洞奏请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
百年沧桑，几度分合’时序交替，迭经变迁，这所学校终成南京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成为许多名校之宗。
各校取其所取，彰其所彰。
唯师范主脉，绵延而下，为今南京师范大学所承继。
近百年间，多少学界巨子，讲坛精英，举师范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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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随园文库》所收学术著作，须是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的代表性作品
。
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可上溯至1902年由清末名臣张之洞奏请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
百年沧桑，几度分合，时序交替，迭经变迁，这所学校终成南京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成为许多名校之宗。
各校取其所取，彰其所彰。
唯师范主脉，绵延而下，为今南京师范大学所承继。
近百年间，多少学界巨子，讲坛精英，举师范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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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秀梅，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美学与文艺学，在日常生活审美研究方面较有专长，已就该问题在核心以上期刊发表学术
论文20余篇，并发表了一部分通俗美学读物和原创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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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新浪读书”、“幻剑书盟”、“天涯社区”等著名文学网站
。
近几年，个人博客的火爆更是催生了无数文学爱好者在网络上开发了各自的创作园地。
在互联网背后究竟隐藏了多少无名的文学爱好者和参与者，难以估算。
我们不能说网络带来了文学的革命，但在刺激大众对文学的参与上，它的确是居功至伟的。
除此之外，编辑手机短信是当前人们最热衷的文字时尚，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在火车、汽车上，到处
可以看到埋头按动字母键的人。
可以说，电子传媒的发展不是斩断了大众与文学的联系，而是将一些新的文学形式开发出来取代了陈
旧的书面文阅读。
　　我们知道，传统的文学作品一般是以书面印刷的形式进入流通的，它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或者
以书的形式出现，它必然要求作者具有较好的文学语言功底，它的发表、出版也需要经过严格的书报
检查、审核。
因此，在印刷时代，文学必然成为一种只为小部分人所具有的专业能力。
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那样，作者本身也是权威，他同时体现着某种权力。
这一局限在网络文学中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
诗人兼评论家沈浩波说：“在纸媒时代，知识分子诗人赖以遮羞的一切，比如评论家的吹捧、官方刊
物的发表、重复出版的虚假繁荣、北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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