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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目标不是全景式地扫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详细地貌，而是集中展示批评史上一些最为重要
的“景点”，有选择地论评14位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及相关的批评流派，以此概览现代批评史的轮廓
。
这14家批评的选择是颇费一番斟酌的。
现代涉足批评的人很多，可是绝大部分都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批评家，他们或者写过许多书评去解释作
品。
或者发表各种意见参与论争，却大都视批评为创作的附庸或论争的工具，真正把批评当作一项严肃的
事业、一种相对独立的理论创造的，是极少数。
在选论这14家批评时，我最注重他们的理论个性与批评特色，还有他们对文学运动与创作所产生的实
际影响，同时也考虑其对某种批评倾向的代表性。
有些批评流派可能有众多批评家，如果彼此的理论观点和批评角度比较一致，就只选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一家以斑见豹。
例如，创造社中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都曾以浪漫主义的“表现论”为批评的标帜，观点比较一
致，而且批评成就的“等级”也差不多，书中就独选更有特色的成仿吾作为这一派的代表。
如果同一个大的批评流派中有不同的理论发挥与批评的方法，甚至有不同的批评体系，则可能同时并
选几家。
例如，在作为主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流派中，就选论了冯雪峰、周扬和胡风等数家。
另有些独立的批评家是难以划入某个批评流派的，或者是跨流派的，他们的理论批评个性往往更其突
出，书中也以专章 选论，如王国维、周作人、朱光潜，等等。
考虑批评的实际影l响并不同于只注重“轰动效应”，有些曾红极一时的知名度很高的批评家，书中却
并未专题选论；而有些确有学理建树，但在当时可能比较孤寂、其后又长期不被文学史编写者所重视
的批评家，也有专章 论评，发掘其对文学批评新方法、新境界的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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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目标不是全景式地扫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详细地貌，而是集中展
示批评史上一些最为重要的“景点”，有选择地论评14位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及相关的批评流派，以
此概览现代批评史的轮廓。
　　批评史不等同于文学史，也不等同于思想史，虽然彼此有关联，批评史应有自己的研究视角，它
所关注的是对文学的认知活动与历程，是对文学本质、文学发展、文学创作的不断阐释与探讨。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选取王国维、周作人、成仿吾、梁实秋、茅盾、李健吾、冯雪峰、周扬
、胡风、朱光潜、沈从文、李长之、梁宗岱、唐湜是共计14位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批
评家及相关的批评流派，通过对其理论个性、批评特色及其对文学运动与创作所产生的实际影响细密
入理的分析，对各派批评的得失及彼此间对立、互补、循环的结构关系的描述，勾勒出多元竞存互补
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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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现代性　一、误读中的批评新视景　二、以外化内与中西汇通　三、
“第二形式之美”说的原创性　四、“境界”说及相关的审美批评概念　五、两种批评话语的纠葛与
融会第二章　周作人：从“人的文学”到文学是“自己的园地”　一、对“为人生”与“为艺术”之
争的超离　二、宽容原则　三、散文理论与散文批评范畴第三章　成仿吾：表现说的变形与实用批评
　一、“表现说”被社会功利性的绳索所牵缚　二、批评的同情与超越　三、实用批评的得失第四章
　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与偏离　一、二元人性论　二、靠拢古典主义　三、对五四新文学的苛
责与反思　四、关于论争及其他第五章　茅盾的社会—历史批评与“作家论”批评文体　一、以表现
人生指导人生为准绳　二、从泰纳到左拉　三、突破与困惑　四、“作家论”批评文体第六章　李健
吾的印象主义批评　一、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　二、整体审美体验　三、随笔性的批评文体第七章
　冯雪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中国化　一、对“左”倾机械论文学思潮的局部抵制　二、“左联”时
期的规范化批评　三、革命现实主义的思考：“人民力”与“主观力”统一　四、“思想性典型”的
命题第八章　周扬：批评的权力话语以及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　一、从属论、形象论与真实论　二、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三、“一点两线”的批评范式　四、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第九章　胡风的体
验现实主义批评体系　一、以“主观战斗精神”说为基点　二、针对性灵主义、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
　三、构筑体系的三个支柱　四、批评中渗透诗人的真诚与理论家的执拗第十章　朱光潜：直觉论美
学间架中的批评理论　一、美感经验分析与“创造的批评”观　二、诗美学与新诗理论辨正第十一章
　其他几位特色批评家　一、沈从文的《沫沫集》　二、梁宗岱的“纯诗”理论　三、李长之的传记
批评　四、唐湜的《意度集》附录　主要参考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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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以外化内与中西汇通继《（红楼梦）评论》之后，王国维又陆续写作了《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
年）与《人间词话》（1908年）。
前一篇的影响不很大，未能引起批评史家的重视；后一篇倒是王国维论作中最引人注目的，但批评史
家又往往只看重其传统诗学的内容，忽略其批评思维方法的现代性。
这里要特别提出来两篇论作对于现代批评方法的贡献，从中也可见王国维的批评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
态转化的一些轨迹。
《屈子文学之精神》力求对屈原《离骚》的美学特征作总体把握。
与《红楼梦》一样，《离骚》是足以代表中国文学最高水平的杰作，而且早已被传统批评家反复研讨
过，形成一些权威的定论。
王国维刚评完《红楼梦》，又来论《离骚》，专门选择传统批评下功夫最多的领域来进行现代批评试
验，这本身就带有挑战的意味。
《屈子文学之精神》写得比较练达笃实，不再像前两年评《红楼梦》时那样挥斥方遒，以先锋性的“
误读”毫无顾忌地引进西方理论。
这时王国维已注意采用审慎的态度，择取西方批评概念，巧妙地利用、组织与阐释传统批评在同一论
题上的思想资料，开拓屈原研究的新视景。
《屈子文学之精神》使传统批评家也能接受，它继承了传统批评中常用的诸如“循其上下而省之”、
“旁行而观之”以及“论世逆志”等手段，对屈原创作与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特别是地域文化）的
关系作全面考察，注意到特定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对于诗人创作的影响。
但王国维并不停留于对这些外缘现象的考证和罗列。
在他看来，诗人并不是被动接受外在影响的，尤其是像屈原这样千古传唱的杰出诗人，他的独具的人
格与审美情性在创作中起决定性作用。
因此批评家应当将目光集中到这三者的关系中来，这三者即：历史文化环境--诗人的人格与创作心
态--作品的审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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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的目标不是全景式地扫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详细地貌，而是集中展示批评史上一些最为重要
的“景点”，有选择地论评14位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及相关的批评流派，以此概览现代批评史的轮廓
。
这14家批评的选择是颇费一番斟酌的，现代涉足批评的人很多，可是大部分都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批评
家，他们或者写过许多书评去解释作品，或者发表各种意见参与论争，却大都视批评为创作独立的理
论创造的，是极少数的。
选论14家，可能同时考虑全局，考虑这14家的周围的几十家、上百家，这就有一个定“点”的问题。
书中每分论一家都兼顾其在整个批评格局中的“方位”，他到底处在批评史的哪个环节，与其他批评
倾向和流派有什么关系，等等。
本书所论列的各家批评并不是按照严格的历史进程排列，但大体还是看得清整个批评史的流脉，特别
是各派批评的得失及彼此间的对立、互补、循环等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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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批评史不等同于文学史，也不等同于思想史，虽然彼此有关联，批评史应有自己的研究视角，它所关
注的是对文学的认知活动与历程，是对文学本质、文学发展、文学创作的不断阐释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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