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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梅健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与文学现代化》丛书，由复旦大学出

版社于2015年12月出版。该丛书共有《近代出版与文学的现代化》《中国近代教

育、文学的联动与互动》《西方思潮与中国近代文学》和《报刊与中国文学的近

代转型（1833—1911）》四册，110万字。该丛书分别从近代出版、近代报刊、

近代思潮和新式教育入手，较为系统地梳理与研究了这些“外部因素”，在建构

与形成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外在因素”的关注与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就

已开始。文学史家黄修己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正有一种‘向外拐弯’的趋向。这指的是前一时期强调‘内在批评’、‘文

本研究’，唱过了‘把文学还给文学’之后，现在又反过来，注重‘外在批评’

了。”
 1
他认为栾梅健1992年在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

论》是其代表性的拓荒之作。在该书中，栾梅健从晚清的经济状况与文化背景切

入，探讨古典文学向新文化转化的根源与契机。该书的其中一章《稿费制度的确

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当时

的审稿编辑刘纳教授就大为肯定：“《丛刊》编辑部送来稿件的审稿单上，董炳

月对大作大加赞赏，并用红笔画了个很大的五星以作让我注意的记号，我还感到

莫名其妙。但读过之后，便完全理解了他的红五星。我读了两遍，并且琢磨了好

一会儿。您所说‘他们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忽视了当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与职业

作家大量产生这一根本的社会基础’，也包括我以前所写的一些东西。大作不但有

说服力，而且有震撼力，许久以来，读文章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2
其后，对于

近、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时有论著出现，有的是研究出版社，有的是研究校园文

化，还有的是研究传媒与文学的互动。而栾梅健本人，他的学术路径后来则有所

转移，主要精力放到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和当代文学评论当中，出版了《通

俗文学之王——包天笑》《南社研究》《雅与俗的变奏》和《雨前沉思——余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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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评传》等专著。作为他文学研究起步的“外部研究”，只是在他于2005年由复

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一书中有所表现。

而最近出版的这套丛书，则似乎是他的一次学术回归。他和他的团队一起，

汲取了近年来已有的学术成果，更为系统与全面地对清末民初之际中国文学古今

演变的成因与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寻，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由栾梅健、张霞两人承担的《近代出版与文学的现代化》一册，在自鸦片战

争至1919年广阔的背景下，详细分析了近代出版技术的革新、出版政策的新变、

出版人的文化追求等因素，认为近代出版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育提供了市

场和发展空间。该书认为，近代出版起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

产生了影响：其一，“民营出版机制的形成有力地打破了长期以来封建专制文化

思想的垄断，造就了一批视野开阔、思想独立的文化阶层”。论者认为，这是一

个崭新的群体。它直接孕育与培养了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学与作家。其二，“近代

翻译著作的大量出版，给当时中国知识界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现代民主思想的洗

礼，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历史性转折”。该书通过对大量材料的研究发

现，近代翻译出版热潮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不仅是在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方面，而且也在于现代性的文学观念方面。其三，“近代翻译文学热潮的涌现，

也给中国作家直接提供了创作手法和技巧方面的鉴赏，并有力促进了白话文学的

产生”。
 3
从林纾、严复的桐城派古文译法，再到徐念慈、曾朴、周桂笙、徐卓

呆等人的语体文翻译，这是一条近代翻译文学的线索。而“五四”时期白话文运

动的倡导与发起，自然也受益于它的流行与铺垫。由于结论来自于大量的第一手

资料，因而也使人觉得真实、可信。

王韬研究员承担的《西方思潮与中国近代文学》一册，旨在系统分析影响中

国近代文学的诸种西方思潮，从源头上探讨“五四”新文学的构成要素。论者逐

一具体辨析了西方科学思潮、进化论思潮、启蒙思潮、浪漫主义思潮和现实主义

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流变，并搜寻其在促使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的力量与贡献。

譬如，论者认为：“在科学精神影响下，我国学人参照西方近世文学的类别，通

过定性与定量的科学方法，开始了以‘形象化’原则为本质属性的文学学科建

设。⋯⋯所导致的专业倾向与进化信念对传统价值观的破除，使得中国文学在近

代脱离了‘杂’文学观，转向‘纯’文学观与‘俗’文学观。”
 4
这就有力地解

释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五四”时期产生的重要原因。又譬如，“五四”新文

学运动的标示性宣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论者在细究了各种西方思潮

在清末民初的影响之后指出，“‘三大主义’的建设部分，所谓‘国民文学’、

‘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则与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同调，仲甫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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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未在自然主义道路上行得更远。”他敏锐地发现：“陈独秀下意识地整合了科

学、进化论、启蒙、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表明西方思潮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近

代文学，亦为现代文学筚路蓝缕。”
 5

张天星教授的《报刊与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一册，以近代报刊为研究中

心，揭示了其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近代报刊与近代出版，在

推动与促使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近代报刊仍有其特殊贡

献。论者在深入探讨后发现：报刊具有的聚集作家、参与社会变革等特点，推动了

晚清诗歌启蒙运动的形成；报刊的新闻报道特点，则拓展了晚清散文自由言说的空

间，催生了报载杂文新文体的出现；新闻舆论深入小说创作之中，还直接推动了晚

清谴责小说的兴起和文学教化作用的重视。凡此种种，都介入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进程之中。至于“五四”新文学中，小说、戏剧等文体的脱颖而出，论者认为也与

近代报刊的媒介意识有关。他认为：“在追求传播效果的反复比较中，国人认识到

小说、戏剧是比报刊传播效果更好的媒介，报刊在小说戏剧走向文学中心的‘大挪

移’过程中起到铺垫和参照场的作用，报刊媒介成为晚清国人文体选择的重要方法

来源。”
 6
从近代报刊的传播效果与媒体人的市场意识的角度，观察到“五四”时

对小说、戏剧文体的重视，可谓是道人之所未道，然而细思，却又是合情合理。

《中国近代教育、文学的联动与互动》一册，由朱文华教授承担。这是一

位长期关注近代文学的资深学者，曾出版有《中国近代文学潮流》《胡适评传》

等著作。此前，栾梅健教授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中，曾以《科举制度

的废除与新式读者的诞生》一章，探讨过作为现代文学接受者的新式学校学生，

在对催生“五四”新文学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专门探讨。而在此册中，朱文

华则是深入一层，多方面阐释了近代教育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与启示。首先，他通

过对恽铁樵、周瘦鹃、严独鹤、毕倚虹等许多作家的成长轨迹的分析后，发现：

“到了近代，自新式学堂出现后，因不少学生在就学期间就发生浓厚的文学兴趣，

经一定的学习训练后，已掌握文学创作的一般技巧手法，所以在新式学校毕业后，

就能够较快地借助近代媒介（报刊）而直接以文学谋生，由此迅速成为职业文学

家。”其次，他还发现近代教育里有储备作家的功能：“由于近代教育的兴办，各

类各级新式学校不断创立，亟需有人从事教育工作，这就为数量愈来愈大的近代中

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主要的、基本的而且是算得上较为体面的职业保障，至少成为一

个可以暂时解决生计问题的人生驿站。这一点对于近代作家队伍的储备、集结以

及随时向文坛输送与补充作家尤有重要作用。”再次，他还认为近代教育是推动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重要因素。“正是在兴办近代教育的高潮中，有识之士又从

探讨广义的教育问题出发，在近代中国首次提出了‘开启民智’这一重要的思想

·218·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 0 1 6年第1 1期



命题，而且还发现了中国的教育改革与文学改革问题的一个重要联结点（言语工

具），由此也自然地寻找到了中国文学改革问题的突破口。”
 7

近代出版、近代报刊、新式教育和西方思潮，确实是我国文学在清末民初

之际出现古今演变的重要因素。尽管有些论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所涉及，但是，

每个因素都以几十万字的篇幅展开，而且研究者都花费了数年的时间专门研究，

因而，就使得这套丛书具有了较好的学术价值。引述资料之丰富，梳理历史之系

统，汲取前人成果之丰富，也使得该丛书显得扎实、严谨与可信。尤其是《近代

出版与文学的现代化》和《中国近代教育、文学的联动与互动》两册，书后均附

“大事年表”，全面而周翔，更是进一步研究与思考的参考线索。

不过，作为一次中国文学由古典到现代的历史性进程，其触发因素与推动力

量肯定是广泛的，多方面的。正如主编在“序言”中所考虑到的那样：“除了上

述四个方面以外，其他如近代图书馆制度、邮政、铁路、公路等等诸多的‘外部

关系’，也都一并加入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建构与转型之中”
 8
，确实是清醒的认

识。例如，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宗教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影响，亦即当西方传教

士涌入中国时，他们不仅带来了新的传播手段，而且也率先尝试白话文的试验。

又例如现代交通的问题，它一方面固然起到了聚集作家、培育新兴文化市场的作

用，但另一方面还更隐秘地表现在它对文学主题的影响。当时空距离被迅速拉近

时，思乡、怀乡主题迅速消退，而代之以人们在朝夕相处时所产生的心理上的距

离，或者由于文化的差异而导致的批判主题的出现。这有些类似于西方现代派文

学中“异化”主题的来源。这些都是属于文学外部关系方面的，而且也都是自清

末民初时发生的。它们显然也应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如此，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在这套四册丛书以后，希望能有进一步的研究成

果出现。因为毕竟，在清末民初这块酝酿与催发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土壤上，

确实有太多的因素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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