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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移斗转，百年钟鸣，当新世纪的曙光冉冉腾升之际，回顾百年来人娄社会历史的沧桑巨变，
二十世纪是辉煌与灾难共存的百年，也是文明迅猛进步的世纪。

百年风雨动神州，长江后浪推前浪。纵览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的历史进程，激扬涤荡，风雨如磐，
英才辈出，佳作如林．有灿烂也有苍白，有振联也有衰败。繁荣与凋零，潮起潮落，大痕淘沙。重

温百年的中国文艺，仿佛穿越历史的时间隧道，既有沧桑时代的描述，也有流金岁月的感怀；白纸
黑字承载的是流动的生命，定格画面记录的是往昔的记忆。回眸百年的历史踪迹，体味那绚丽多彩

中所包含的辉煌与永恒，人类社会的大干世界，芸芸众生，乃至点滴感悟，瞬间情怀，无不展现在
百年文艺的历史画卷里面。从破坏到新生，从沉沦到崛起，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中，在锲而不舍
的前进脚步里，开创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东方文明，缔造了举世瞩目的新文化新文艺，为世界
文艺的百花园增添一造亮丽的风景线。百年文艺是社会发展的形象载体，是文明进步的风雨彩虹，

也是民族精神的不死火炬，它生动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脉络，折射出社会前进的轨迹。对百年中国
文艺的历史回顾，让我们感悟到流淌在民族血脉里的顽强与坚贞，促发人们列祖国的未来满怀真诚
的信念与期盼。

中国文艺的百年历史进程启示我们：

民族传统是百年文艺的血脉，民族精神建构了百年文艺的脊梁。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上，有多少人类文明由兴旺而衰败，由沦落而消逝，而中华民族却创建了恢弘
博大、璀璨夺目的东方文明。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五千年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在炎黄

子孙的身上得到继承延续和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民族精
神事关国家的是衰荣辱，它是个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能够繁荣发达，传承久远的“根”。在中国传统
文艺的历史上，人们耳熟能详的有，屈原和陆游的坚贞的赤子爱国情怀，杜甫的郁勃阔大的忧国忧

民思想，李白的积极向上的浪漫精神，关汉卿的。为民请命”的抗争勇气，等等。它们鄯是几千年
来中国优秀文艺传统中民族精神的硕某，炎黄文化的精粹。二十世纪中国文艺流淌的也是中华民族
的血脉和精神，从全盘西化到“拿来主义”，无论外采文艺的思潮流派如同洪水般涌人中国，哪怕民

族传统文艺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几度沉浮、几经挣扎。但支撑百年中国文Z的脊梁，依然
是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和民族风格。百年来，我们从最具代表性的鲁迅作品里的“硬骨头”精神和
改造国民性的呼声中，不仅看到他对黑暗势力的韧性战斗，也是中华民族为求生存而不屈不挠抗争
的民族精神的体现；郭沫若作品的昂扬向上的探索精神，茅盾作品的深广的忧患意识，都表现了那

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冼星海在延安的窑洞里，以一曲《黄河大合唱》，谱写了时代的和民族的最强



音；朱自清走出《荷塘月色》，以宁可饿死而不领救济粮，表现了自己的民族气节；闻～多面对强敌
拍案而起，用鲜血写下了悲壮的爱国颂歌。百年来许多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已经用他们的创作实
践显示了文艺与民族生存和民族复是同命运、共呼吸的血肉联系。他们的作品立足于东方文化，融
会了西方文化，贯通传统和现代；以现代的意识和现代的视野，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艺，发扬民

族精神。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潞着一脉相承的中国情结。这是百年来中国文艺能够走向世界，屹立于
世界文艺之林的中流砥柱。

中国文艺的百年发展进程，现代化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现代化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
主流，也是文艺发展的主导方向。它体现在文艺的方方面面，从观念到思潮，从风格到流派，从内

容到形式，从门类到体裁，无不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在中国文艺的百年历史进程中，民族传统
与现代化，既彼此排斥和对立，又互相吸纳和融合。传统文艺在现代化过程中，得到更好的继承与
发扬。张大干晚年的泼墨泼彩画风，既是东西方艺术的汇合，也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从王国维．

鲁迅等人开始，无数的文艺家和评论家，部在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上，孜孜不倦地寻求传统文艺与
现代化重建的途径。从本世纪初叶新文学与旧文学之争，到八十年代以来纯文学与“新”新文学的
角逐；从静态摄影的传八到动态电影的出现；从齐白石的残荷鲜虾的传统国画，到刘海粟倡导人体

写生和西洋画的繁盛；直至世纪末的“前卫艺术”，乃至“私人化”写作，“另类”人物的出现。在
中国文艺要不要现代化，怎样现代化的世纪走向上，各种文艺样式始终在联衰中嬗变。文艺的现代
化没有一成不变的尺度，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现代化内涵和要求。本世纪初出现的形同木偶的

早期电影，在那个年代无疑是现代化的新事物，而今它只能堆积在电影资料馆的库房里；“五四”时
期出现的白话文，对于逐渐僵化的文言文来说，无疑是文学语言的一场现代化的堇命，而在今天的
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文学语言从文本结构到表现形态，又在酝酿着一场新的现代化的变革。因此，
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就是文艺在不断地继承与吸收，融合与创新的轮回迭进过程。创
新是百年文艺现代化的核心，但并非所有的新观念，新思潮，新方法，都是现代化的体现。百年中

国文艺的历史已经证明：凡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不能顺应民族感情，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的
“新”东西，往往只是标新立异，并非现代化的创新。二三十年代新诗创作上一度出现的“宝塔诗”，
世纪中叶曾大力提倡的来来派戏剧，以及九十年代开始大量涌八的西方的诸如“行为艺术”之类“新”

文艺，历史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它们在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中只是昙花一现。文艺的现代化是
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问题是：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发展背景下，文艺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
色的现代化创新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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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晟-族彤式讨论集》．《鲁迅论五学与艺术》f台作)《中周现代文季作者

笔喜隶》等。此外迂王鳊《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f四善本)》等；承担圆謇

一古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资抖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

te争社团资料丛书》、《中国J皂代z学书‘1寄抖旦书》力课遁自t^之一

己出版各类资料专集70争种。现丰爱国享社会科学系统’政府特珠津贴’。

百年文艺也是中西文艺大碰撞大融合的历史进程。它主导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现代化的走向，加

速现代化的步伐，推动中国文艺在继承传统与现代化建构中的繁荣和发展。东西方文化具有人类文
明的凝同性，又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地域文化和民族传统的制约之下，形成不同的生存形态和发展
模式。如何在异大于同的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便其从对立排斥，走向交流认同，

步八吸纳鬲虫合，这是百余年同，众多有识之士不倦的探索之路。全盘西化，洋为中用，中西合壁等
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曾经活跃于“五四”肘期。一肘同，在华夏大地的文艺园圃里，华洋杂处，
百花争艳，虽然难免鱼龙混杂，却令人耳目一新。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艺的历史沉积，外来文艺与

中国社会现实的脱节，这个进程几度遭受强劲的阻力，然而中西文艺的交流与融会，毕竟是不可阻
挡的历史潮流。八十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新一代的文艺思潮流派和创作方法，包
括新的文艺门类和样式，基势如潮，涌人中国，形成二十世纪又一次中西文艺的大碰撞大融合。百
年的中国文艺是在东西方两种文艺传统的“合力”中发展与繁荣。百年积存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不

仅耸立在大都市巍峨的教堂尖顶上，散布在街市同异国情涸的建筑群落中间，也在文学作品的字里
行间，在花团锦簇的Z术长廊里，留下历史的斑驳痕迹和厚重的文化积淀。百年的中西文艺交流，
既是中国文艺的多元化，也是中国文艺融八全球化的过程。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艺术、诗歌和戏剧，

还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和俄罗斯文艺，包括产生于二十世纪的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艺思潮流派，它
们主要都是在本世纪进八中国。如今几乎占据中国文艺“半边天”的新诗、话剧、电影、摄影等文
艺门娄；报告文学、科学，j、品、西洋绘画、交响音乐等文艺样式；从现代派到印象派，从人体艺术
到先锋艺术，等等，郡是在百年的中西文艺交流的大潮中，从西方传入中国。中国的人文成就和传

统文艺，也是在二十世纪开始大量走出国门，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中西文艺的双向交流。百年来
中西文艺的大碰撞大融合，是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历史潮流中，中国文艺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也是中国传统文艺开放性的表现。它既显现出中国民族文艺的深厚的历史沉积和恒久的艺术魅力，
同时也说明，任何外粟的文艺必须深度中国化，方能舟虫八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艺的历史长
河。

百年的中国文艺流派纷呈，百花开放；风格流变，万象森罗，它是中华民族文艺发震史上灿烂
辉煌的一页。文学上的现买主义和展漫主义，现代派和象征派，朦胧派和先锋派；美术上的传统国

画和西洋画，写买画派和印象画派；音乐上三足鼎立的美声、民族和通俗唱法；戏曲从传统戏曲到
现代戏；话剧从文明戏到小剧场活月Il，乃至先锋派话剧；包括电影和摄影领域里的异彩纷呈，几乎
世界文艺舞台上流行过的思潮流派，都可以在百年朗中国文艺里找到历史足迹。在风起云涌的历史

-_________-。-————-—————-—。～——————————_-———·-—，———_———————————————～一—～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至夸．任沈阳出版枉社长党组书记邑鳊辑。8年来．与

全社职工一道镜惠改革．井拓进敷．建立起一套基奉适应

社会主卫市场经济的出版管理体制．培养出一批具有理代

出版理念的出版人．组织藏划．出版r一大扯具有越好

社会影响．荻国寡图书奖提名奖．中宣邵。五个一工程”凳、

中回图书斐的“甄效”书．被评为_；尢阳市优寿宣传工作者、

吐宁省十佳出版工作者．

李树权1 946年

生．河北壬亭人1 9 70

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

学中之手l 975年从事

璃辑工作先后任j工宁

新少年杂志社副莹蝙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孽鸽辑。J毛为沈阳出版

社副孽蝙辑鳊审创

办r期午1《好弦子画

报》《小学生优寿作

主》《小学生学习指

导》。近十年来，笺划井任责任璃辑的固书《东北现代工学大糸》

莸国家国书羹提名装．《棒桂鸟儿童支学丛书》菝国家“五个一

工程”凳；《中国中学教育百科奎书》荻中国图书装．《中国残班

吏》．《建书生教育之库》《美国华侨主艺些书》等获奎国优寿教

盲匿书关，奎固优寿少JL碡物境辑奖．旺宁省优秀匿书一号装、

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午l 5项。被评为奎图优秀中青年图书

蝙辑．事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变革中，写实的现实主义文艺始终是一座巍峨耸立的世纪丰碑。文艺生态如同自然生态，有主流也
有支流，有繁花也有杂革，精华和糟粕，高雅和通俗，民族的和外来的，传统的和现代的，重叠交

叉，生生恩息，有新生就会有消亡，有消亡必然会有新生，这是百年文艺进化的轨迹。百年文艺的
流派与风格的多元共存，正是中国文艺成长与繁荣的重要标志。

文学艺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具有“观古今于须曼，抚四海于一瞬”的跨越日口空的魅
力。我们用文(作品)、图(图片)、说(说文)来构建百年文艺的历史，让百年的辉煌与沧桑，截
留白纸黑字，定格精彩瞬间。我们选录这千余篇(幅)文艺精品，数干张历史图片，是向人们展示
百年中国文艺的漫漫征程。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林林总总，千姿百态，而本书限于篇幅，管窥蠡测，

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例如百年的小说作品，只能选录短篇小说；多幕话剧只能选录片段，等等。
各个文艺门类都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一一选录。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这是遗憾
也是无奈。对文艺作品的选录，我们重视艺术审美，但并不排斥历史的理性思考。百年间的各个历

史肘期，文艺家们为社会进步而奋笔疾书的情景+分感人，而这些都反映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的
作品选录如果不能承载历史前进的理念，给社会和人{门以良性的引导，百年文艺最终剩下的，也许
真正是苍白和空虚。我{门深信，今天和明天的人们，部需要通过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去回味激情年
代的历史足蕾，激励在新世纪前进的步伐。本书突出图片的空间，因为图片虽然是历史瞬间定格的

结晶，但它提供的是历史的形象记录；一幅精品图片，往往胜过干言万语难以替代的形象历史，使
人们去体味身临其境的感觉。让图片来印证历史。更具有穿越时空的逼真感受。说文，是对文艺作

品背景的介绍，也是解读。文、圈．说三足鼎立，相辅相成，构成了本书的特点。
当我们举重若轻地将百年文艺浓缩在这十卷本里，仿佛聆听到书中那笔端风云，图里乾坤，宛

如历史前进的脚步。在白纸黑字和图像画面之间回荡。百年文艺犹如历史长河里一次漫长而又短暂

的航程，历史匆匆，岁月如歌，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已经进八文明飞跃发展的新时代，人文观念的
变易初露端倪。历史在阔步前进，时代风尚流变，文艺也在与时俱进地变化。“江山代有才人出，各
领风骚数百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充满懂憬的新世纪。

彳拿逻翔
2001年1 O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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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和新文化组织——沪学会联系上了，井发
表了几篇文章。他还投考了第元培先生执教的南

洋公学，与邵力子、谓}无量等20名举人，才子同

在坌；妻济特科班。

1905年爱。李撤同东渡扶桑，到H本上野美
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和东京音乐专科学校学习钢

琴，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本《音乐小杂志》。

李权同还和曾孝谷、欧阳子倩等，在日本创

证r我国最早的话剧演出团体“春柳社”．研究
傅洋戏剧。他男扮女装饰演《黑奴吁天录》中的

艾曼纽犬人和小仲马名剧《茶花女》中的薇奥列

塔，鼓动广东京。

‘化为他做绘画模特的日本女孩叶子爱上了
这个中国才}。叶F还弹僻一手好钢琴。由于志
同道台，他们相爱井同居了。

1910年，李叔同偕叶f一同旧到上海。不久，
掇同一人同到老家，并任教f天津的两所：[业学

校。第：{F爆发_厂“辛亥革命”，李叔同受到极
大鼓舞，f二1912年春天回到上海，任教于城东

女学，并在《太平洋报*当编辑，芹与柳亚子共

同创编Ⅸ文美杂志》。其间加入厂南社和孙中山

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同年秋天，李投同

受聘于杭州两级师范，教授绘画、音乐，井在南

京高师兼课。

民国建立之后，由于政杈不久被北洋军阀袁

世凯篡夺，李叔同对革命、民国失去了信一￡、，想

以艺术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他决定自办艺术师

范。但由于家庭经营的银号破产．来能实现他的

计划。这使得李，舣同心灰意冷，到杭州虎跑定慧

牛当r苦行僧，法名演音，号弘一。1942年旧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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