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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文学是一个非常特殊也非常有意思的学科：它的时间不长，但话题特别多；它的空间也不大
，但内容极其丰富。
可以说古今中外文学发展的态势、源头、焦点以及文学的创作、理论、翻译、社团、流派等，都能在
这里找到话题，而且这些话题往往是经典性的。
喜欢并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很多，这很正常；喜欢并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也很多，这看起来似乎不太正常
。
然而只要懂得现代文学的特殊性，就会觉得这并非不正常。
1986年，在我刚开始从事现代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的时候，这个学科就已经被人们反复宣布为“拥
挤的学科”。
这是实情。
记得当时一位老师为我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现代文学是一座小山，那么这座小山上已经没有
一寸土地、一块石头没有被人摸过的了。
如今20多年过去了，现代文学这座小山依然成果不断，这说明此山虽小，却蕴藏丰富，是一个富矿。
一个时段的文学，其价值大小，不是由它的时空的长短大小来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历史意蕴和文学成
就来决定的。
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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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四编，对现代文学史的建构过程作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对现代文学的文化蕴涵作了较为充分
的阐释，对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作了颇具现实性的论述，并对现代作家的经典意义发表了自己独特的
见解。
    本书以史带论，在通俗性的演讲中渗透着严谨而又深刻的分析，以生动的讲述方式把读者带入现代
文学复杂的历史情境之中。
这本书还特别涉及当下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既充分展示各家的争议，显示了较为宏阔的
视野，同时又阐述了作者自己比较严谨的判断与分析。
总之，这是一本学术性、生动性与通俗性结合得比较好的讲演性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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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勇，原籍江苏扬州，在南京长大，文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刊》副主编。
中国鲁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中国老舍研究会理事。
2001年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07年当选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委。
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我国香港、
澳门、台湾地区讲学并任客座教授，同时在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希腊、意大利等国
家进行文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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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文学史建构的反思　　第一讲　文学史的“断裂”——晚清是晚清，“五四”是“五四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近百年历程。
回望这个发展过程，最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什么呢？
最值得我们深省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一直处在不断的反思和调整中，一直处在深刻的变动中。
概而言之，每过十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框架就会发生较大的变动与调整。
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现代文学三阶段论
（“三个十年”）的建立，到钱理群等人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再到海外学者提出“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等等，不停地反思，不停地调整，不停地转型，在发展中建构，在建构中发展，这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逻辑。
这些反思和调整既与文学研究的内部相关，更与当时外部的社会文化思潮关联密切。
这就清楚地表明，文学史研究与研究者所置身的时代思潮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这样一种时代思潮的强行介入，却也使现代文学史研究长期存在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总
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缺乏客观性，未能形成一种准确的史的眼光和平和的心态。
特别是最近，不少研究者在挖掘出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后，认定“晚清时期的重要”，“先于甚
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甚至得出晚清是现代文学起点的结论，剑走偏锋，以偏概全，在强调晚
清重要性的同时，又对“五四”和现代文学本身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估计不足。
这很难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文学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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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在名师们手中.这门艺术往往呈现出丰富的色彩.放射出迷人的光芒。
您也许没有机会去聆听这些名师讲课，但有了这样的“讲课实录”在手.就相当于旁听名师讲课，应该
是可以弥补一些遗憾的。
　　如果说现代文学是一座小山，那么这座小山上已经没有一寸土地、一块石头没有被人摸过的了。
如今20多年过去了，现代文学这座小山依然成果不断。
此山虽小，却蕴藏丰富，是一个富矿，依然可以掘宝不断，刘勇此书即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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