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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1 

第一章绪论

一、"中国新文学"界定

"中国新文学"是捂从 1917 年到 1949 年坷的，在内容上反映

了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要求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倾

向，在形式上打破了传统文学体裁限制，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

写手段及结梅上都比传统文学作品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

质，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的现代白话文学。其主体包括在

该段时间内用现代白话文所创作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各体

载的作品以及相关的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学患潮等。"中国新

文学"君来又E叫叶4"现代中国文学";但"现代中盟文学"这一概念实际

上也指称在该段时间内的中匿新文学以及与之有关的其他文学作

品、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学患潮，如言情、，1!侦贞探、武侠之类的遥俗

文学、反中国新文学的学衡振文学、反共的民族主义文学、为日本

侵华服务的汉好文学、少数民族地琶流仔的口头文学

文文学以及现代l旧B体诗词等一一这时，"中国新文学"实际上应该

就是"现代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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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新文学产生的原因

中国新文学发端于"五四"文学革命，丽"五四"文学革命的发

生"一方面是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吧，

因此，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实际上有"社会的要求"与"西洋文学的影

鸭"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的要求"

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国新文学，它的萌发是以中国近代社会政

治经济的发展需要为依据的。在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英国

用大姐打开了古老中盟紧闭的国门，此后，西方列强相继侵入中

国。帝国主义强国的入侵，一方西破坏了中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剌激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促使了

民族工业的产生。在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中国

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另一方面，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商产生的中医

无产阶级成长并壮大起来了 O 但是帝国主义为了变中国为它的殖

民地，使中昌成为其永久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领辖市场，便在中国扶

植官傣资本，或与中国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从而，千方百计地压制

民族工业，压迫离族资产阶级和无产所级，使广大人民特别是无产

阶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

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等在近代空前尖镜化，成为中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这些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中日

战争、戊戎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一系列中医人民争取独

①鲁迅《旦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弓I) ，{鲁迅全集》第 6卷第 20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 198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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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解放的革命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最终都失敷了，但它们在一

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推动了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并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一些有志之士更是清醒

地认识到中华民族要摆且是亡国灭种的命运、要富强，就不仅要引进

西方现代科学和生产技术，而且还要挂董事腐朽的封建政体，消灭封

建毒素，扫荡封建思悲;同时，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无产阶级虱

伍的迅速壮大和处境的进一步恶化，使他的产生了强烈的革命要

求，于是，他幻费积极酝踉一场革命风暴。这就需要有一场廓清人

们思想上的封建毒素、解踪人的思想上的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于

是，一场空前猛烈的挑判封建思想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运动便主主

运陌生了一一而作为中国新文学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又是这场

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社会的要求"实际上是中望

新文学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西洋文学的影响"

除了"社会的要求"以外，中国新文学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的

原因，部"西洋文学的影响"。

中国的国门在鸦片战争中被轰开之后，一方面，广大中国人民

受到了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高产生的深重灾难的痛苦;另一方面，

不少中型人也看到了西方自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开明、开放的社会

思想而带来的国家强盛，于是，他们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借鉴

西方的政治体制、研究西方的社会思潮的同时，也广泛、深人地译

介了西方文学作品-一与中国传统文学远然不同的西方文学，包

括从古希黯罗马文学一直到 19 世纪末的各文学流派的作品，在当

时曾被大量地译介过来。在西方文学作品的鲜明对黑之下，一些

头脑清醒的文人便发觉了中国传统文学一一从形式茧内容的落后

性，并产生了向西方文学学写的愿望。在这种愿望的驱使之芋，旱



4 中国新文学概要

期的中国现代作家们便在努力摆脱中国传统文学影响的同时，也

努力地学习、借鉴以至模街西方文学作品。因雨，出现了像鲁迅的

《狂人自记》、胡适的《终身大事上郭沫若的《女神》等深受西方文学

影咱的文学作品;由此可见f西洋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中国新文

学产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薪文学正是在"社会的要求"与"西洋文学的影响"这两个

因素合力的作用下产生的。

三、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基本途径

中国新文学是在对中自传统文学揽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吸收

外国文学的营养商发展起来的，因此，其发展的基本途径主要有两

条:

{一}对中厘传统文学的扬弃

中国新文学的本厦内容是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丽反对帝

国主义又是通过反对封建主义实现的一一帝国主义在中国是通过

封建势力达到其政治、经济、军事目的的，因此，中国新文学最本贵

的内容是反封建。由于封建主义的毒素主要是"寄予在古文中间，

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因此，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

首先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一一"废弃古文，将这

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吧:于是，提适便在 1917 年 1 月发

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鱼议》一文中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

①周作人《思想革命)，(每周评论》第 11 期， 1919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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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即"一日，须言之有物。二日，不模仿古文。三日，须讲究文

法。四a ，不作无病之碎吟。五日，务去乱调套语。六日，不用典。

七日，不讲对仗。八日，不避俗字俗嚣"。认为"唯实写今臼社会

之情状"并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者，乃真文学;同时，正

面主张书面语要与口头语一致，要求以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为汉

语的正宗。胡适发表了该文之后，~踪京独秀在 1凹91η7 年 2 月的《新青

年》上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E即即P'‘‘吕撞倒雕琢的陪澳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文学;

日撞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薪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日挂

倒迂竭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三

大主义"不钗明确地反对了自文学形式上的"雕琢"等毛病，西且也

明确地反琦了!吕文学内容上的"贵族性"等毛病，在 1917 年 5 月答

胡适的信中又表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自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

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吧，这就十分明确撞肯定了白

话文的地位O

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学主张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吕

应。钱玄同猛烈地抨击旧文学，指斥一味拟古的联文、散文为"选

学妖孽"、"桐域谬种

要性，竭力主张"言文一致"飞。 j如刘p叫j半农在〈我之文学改丧现》、，(诗与

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中，主张打破18文体的迷信，提出破旧韵、

造新韵、采用薪式标点等主张。同时，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一文中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在对

新文学进行了一年多的理论讨论之后，到 1918 年 5 月，鲁遍发表

了《狂人目 ie}o 在这篇小说中，鲁迅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法深刻

地揭露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向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喷射

①《新青年》第 3 卷第 3 号， 1917 年 5 月 G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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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空前炽烈的火焰，同时，又以白话文的语言形式，宣告了文言文

的死亡，从而在实践上实现了新文学倡导者们的文学革命主张。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鲁迅、胡适等新文学先驱继续高举反对

封建主义的大旗，对传统文学进行了进一步攻击，如鲁迅甚至在

《青年必读书》一文中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颇为部底的否定一一"我

以为要少一一或者竟不一一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胡适曾在

1932 年与蒋廷鼓、丁文江等人缸办《独立评论)，提出文化上的"全

盘西化"主张，后来，又~拣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中大谈

"全盘西化"以此来否定传统文学时，明确表示"我是完全赞成拣

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运的"。遭到长时间的激烈而又彻底的批判

之后，传统文学终于失去了其传统的统治地位，而新文学在鲁迅、

郭沫若、茅盾、已金、老舍、曹禹等为数众多的杰出作家的努力下建

立起来了c

不过，新文学并不是海市屋楼、空中楼商一一它虽然是在反传

统文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在反传统文学的过程中，传统文学

本身也在无形中成为了其重要基础之一:同时，它所竭力否定的也

只是那些应该予以否定的部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的那些过激言

论大抵上也是出于矫枉过正所发的，市并不是真心实意地要彻底

否定传统文学。百旦，正是在对民族传统文学进行了猛烈批判甚

至是假贵的否定之后，鲁迅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对中国文学史

进行了整理;郭沫若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并对甲骨文进行

了考订;胡适写出了《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中国哲学史大绢)(上

卷) ;钱玄同、文u半农对古代音韵和语言进行了研究:许多历史上被

禁毁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儒林外史》、《西周记》、《西带iê.)、

《水浒传弘《镜花缘》等小说及乐府、民谣等诗歌都恢复了其本来面

目，获得了其应有的地位。鲁迅虽然主张青年不看中国书，主张对

外国文学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来再说:但当他真的拿起笔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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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时，一股潜在的民族情感总支配着他一→他曾明确地说"我

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

拖带也没有。中~IEI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

只有主要的JL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我深结对于我的

吕的，这方法是适宜的号，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道

一大篇"。 他一提笔便想到中国的旧戏、民间年画，想到它盯所运

用的艺术手法一一-自措，并在吉己的创作中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学

中的优秀成分予以继承，如在《阿 Q 正传》中对未庄、阿 Q 的描写，

《药》中对秋夜、晨曦、清明节的天气、墓地等的描写，(故乡》中对深

秩的天气、黄昏、老屋瓦楞上的枯草等的撞写，(应皂》中对四铭的

描写……这些都是对"自描"这一传统艺术手法的具体运用。其他

作家，尤其是那些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在其作

品中，对民族传统文学优秀成分的继承则更为明显一一从 30 年代

的《子夜》费 40 年代的《小二黑结婚〉足白毛女队《王贵与李香香上

《新儿女英雄传》等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边看出，传统文学并没有

被彻底地否定掉，相反，其优秀成分实际上是被继承并发扬光大

了。

{二}对外来文学的借鉴

中国薪文学虽然发端于"五四"文学革命，捏实际上又是以鸦

片战争以后的近代文学为其先导的;而近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

与对外国文学作品的介绍和翻译分不开的O

近代文学的先驱们在出国之后对西方文明进仔了介绍，如曾

自藩的门生、号称"榻域振四大家"的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吴汝

伦等对西洋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进行了介绍，在《出使回国日

①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 4卷第 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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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出使自记续亥tl> ，{西洋杂志上《东游丛录》等著作中对西方艺

术的描绘更是绘声绘色。单士理在《归潜i己》里对拉奥孔雕像作了

具有高度欣赏性的分析。容肉在《西学东渐ìe>中描写了欧美文化

对中国文化的浸润。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较为详细地描绘了西

方思想、对中国思想的冲击。在对西方文学的翻译方面，黑桂笙、徐

念慈、苏曼殊、马君武、武光健、林琴南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

别是林琴富，他翻译过大量的外国小说一一据统计，他所翻译的文

学作品在 180 种以上，其中，40 种以上是大家公认的世界文学名

著，{巳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上《滑蓓外史上《孝女耐儿

传》、《贼史》、《萨克逊劫后英雄略》、《指掌录》等均为相当优秀的译

本……近代这些对西方文化、文学作品的译介，一方面挺进了近代

文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又孕育了中国新文学一一其直接捷、头是近

代文学。

随着社会现实条件的变化和时间挂移，文学上向西方学习的

思潮越来越壮大了，到了"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这股思潮终于形成

了一次历史性的大汇合、大爆发，这时，无论是非家个人，还是文学

团体，都租外国文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一凡乎没有一个作家

或社团不推崇一个以至几个外医作家、并声称自己在风格上是受

到了他或者她们的影响的，采用白话译出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

-一一几乎每个出版社都有专收蘸译的丛书，其中著名丽又一主廷

续下来的有高务印书结的"世界文学名著

舌全集，飞，\、开明书店的"开萌文艺译丛"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化生;活

丛1币刊3斗IJ"和"译文丛1币刊习斗11"等，莫泊桑、契i可夫、莎士比亚等大家的作品均

有译本甚至是多个译本。据真善美书店 1929 年出版的《汉译东西

洋文学作品统吕》统计，到 1929 年底为止，中国一共翻译了 299 个

西洋作家和 50个东洋作家的作品。 1930 年以后，翻译外医文学的

规模就更大了，一批著名的外国作家，如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患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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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夫斯基、萧倡纳、惠特曼、巴尔扎克、左拉、泰戈东、易卡生、梅特

林克、霍普特曼等的作品都有不少被董事译过。除文学作品外，外国

文艺理论作品也有不少被翻译过来，其中著名的有里尔克的《罗

丹上泰纳的《艺术论上居友的《论文体上斐德的《爵基阿勒画涯》

等，此外，还有 30 年代收在由鲁迅、陈望道等人翻译的《文艺理论

小丛书}，由鲁迅、画室(冯雪峰)、沈端先(夏街)、杜国库等人翻译

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由郭沫若等人翻译的《文艺理论丛书》等

丛书中的作品。

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的译介，尤其是欧洲进步文学

如 19 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学以及当时苏联文学的译介，给中国文学

输入了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增加了新的活力。中国作家一方面

更新了文学观点，要求文学要直面惨泼的人生，正视淋鹤的鲜血，

要为人生服务，而不能成为载道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有了文学实践

上的借鉴模式和理论依据，医币，创作出了一大挂全新的作品。鲁

迅就是在"为人生"观念的支配下，自觉地服从将令，1'苦鉴果戈理的

《狂人日记}，才写出显示了新文学实绩的《狂人民记》的一一他曾

经明确地表示他写小说是"听将令~， "明白慰藉那在寂寞呈奔驰的

猛士，捷他们不惮于前驱吧，自己写小说对"所悴仗的全在先前看

过的古来篇外国文学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②。茅盾的小说

虽然绝大多数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力图通过对现实的描绘来

反映现实生活，解析社会，为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服务，但

也深受外国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影自由一一他称自己"开始写小说

时的凭藉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②，并对布东乔亚的文

学理论有过相当的研究，还竭力想从"十月革命"及其文学牧获中

~<呐喊〉自序)，~鲁迅文集》第 1 卷第 419 页。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 4卷第 512 页。
《谈我的研究)，(茅盾研究资料)(上)第 6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83 年版。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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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他的小说〈子夜》就是他积年来在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为

代表的重视社会解剖的欧洲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的影响下，正确

学习外国先进王军论，有意识地且是下18外套的杰作。

鲁迅、茅盾以外的许许多多作家也都曾自觉地学习借鉴过外

国的文艺作品一一我盯从郭沫若与歌德、事特曼，叶圣掏与莫1自

桑、契词夫，冻心与托尔斯泰，巴金与屠格涅夫，老舍与狄更菇、襄

拉德，曹禹与莎士比亚、易卡生、奥尼尔、契诗夫等的作品之间关系

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至于卢梭、王尔德、梅特林克、艾吕辑、瓦

菜里等，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中国作家中找到他的各自的艺

术"代理人"。就是被认为创作了最具民族化、群众化特色作品的

赵树理也写过标准的"欧化"小说叭甚至旧派小道家张恨水也在

其章E小说中渗透西洋小说的技法。中国薪文学各类体裁或者是

对外国同类体裁的移植，或者苦享受其影响，如"话剧是外来形式，新

诗是取法于外国诗歌并作为古体诗的对立物出现的，散文‘常常取

法子英国的黯笔， ， /j、说则从《狂人自记》开始就取得了‘表现的深

切和格式的特躬'的特色"②。总之，中国新文学从形式到内容、从

作家王若作品都深受外国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影略，对外医文学

作品进行了成功的借鉴。

四、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阶段和轮廓

中国新文学大致经历了 1917-1927 、 1927-1937 、 1937-1949

等几个发展阶段:从内容的角度来说，它大致是从"人的文学"一一

Q)参见黄修己《中医现代文学发展史》第 12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14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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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体国~为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的文学一一到"人民的文

学"一一到工农兵为代表的革命民众成为主要表现对象和服务对

象的文学;从形式的角度来说，它大致是从追求"形式的大解放"到

形式逐步规范。

从 1917 年到 1927 年，在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文学尤其是欧部

进步文学和 19 古纪以来的俄国文学以及当时的苏联文学的影唱

下，早期的中国现代作家们一方面更新了文学兢点一一树立了"人

的文学"的现点，要求文学要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要

为人生服务，商不能成为载道的工具:另一方E又在创作实践上找

到了借鉴模式和理论依据，追求"形式的大解放"一一彻底打破传

统文学体裁及其规范，于是，鲁迅于 1918 年 5 月发表了他的第一

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真正的白话小说一一

〈狂人日记头胡适于 1919 年 3 月发表了他的独幕话剧、也是中国

新文学中的第一个正式发表的话剧剧本一一《终身大事}，于 1920

年出握了他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是中国新文学中的第一部新诗集

一一《尝试集h此后，睡着文学研究会、制造社、"新月派"等众多文

学社菌及相关流涯的挺生，大量新作家濡现了，于是，又陆续出现

了与鲁迅、胡适等人的作品具有一致倾向性的作品. . .. .. .. . 

这些作品一方面从"人的文学"的观点出发反映了新的内容，

另一方面从追求"形式的大解放"角度出发实现了文体革命，确立

了没有影式规范的"形式规范"一一各种与传统文学相异的文学样

式。从此，中国诗歌从古典诗词走向新诗那现代白话诗，小说自故

事性极强的章回体情节小说、文言笔记小说走向了注重刻画人物

性格和心理的现代性格4、说和心理小说，戏屈从传统戏曲、"薪戏"

或"文明戏"走向现代话剧，散文出注重载道言志的文言文走向现

代白话杂文和美文。

从 1927 年到 1937 年，随着社会主主机的不断加深租阶级矛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