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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的一个分支，本卷试图从现、当代文学的各个侧面评
述有关论辩的历史情况及各方观点，希望为读者搭建一个回望“世纪性”论争的小小平
台。与论争过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相比，这个小小平台展示的空间和内容是有限的；不
过，为搭建这个平台，本卷作者们却也查阅了大量资料，有些还是人们平时不留心或不
易看到的原始资料。就像面对一片广袤的森林，为了给读者提供进出这片森林的方便，
是他们初步清理了现场，疏通了道路，设置了标志和路牌，庶几使壮游者不致探身丛莽
，漫无目标。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是一套熔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炉的大
型系列书籍，是二十世纪关于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重要学术思想的汇要，共四
卷四十册。本卷是其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之争”分册，具体包括了：战争
规范下的“文学大众化”建构、“集团艺术”的现实鼓动性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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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启蒙浪潮中的“文学民众化”探索
尽管晚清与“五四”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它们却共同表现出对普通
民众的生存状态的热情关注。探究其中的原因，最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当然是晚清以来
逐渐兴盛起来的社会启蒙思潮。表现在文学潮流的演化上，就是在晚清之后开始出现了
一股“启民”的文学思潮，也即普遍化的社会启蒙思潮。可以说，启蒙是晚清与五四时
期“文学民众化”论争的共同文化语境之一，也是二者能够联系起来的主要纽带，由于
“启民”的文学潮流是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直接相关的。因而，戊戌变法的失利进一步强
化了文学对于普通民众转化的现实意义，而五四运动的发生则使人们看到了普通民众在
文学创作中的社会价值。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晚清和五四时期“文学民众化”
论争的参与者对于民众话语的理解是并不相同的。
  一、“新民”与“文学民众化”论争的初始化
  戊戌变法失败后，生活于“下流社会”的、被视为“下等人”的普通民众在政治变革
的潮流中显得日益重要起来。当时有人就激愤地指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
望了，可望的都在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小孩子
阿哥、姑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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