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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

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下面是店铺整理的自考中国现

代文学史章节要点详解，欢迎阅览。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

为其先导。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

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一个发展。恩格斯说法按照恩格

斯的说法，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

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

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 

绪论 

要点：现代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新的文学形

式形成的三条途径，现代文学的阶段划分。 

一.思想革命的产生 

鸦片战争后，人们认识到了中国科技的落后，于是产生了科学(特

别是军事科学)救国的思想;而甲午海战的失败，又使人们认识到，若不

改变政治体制，先进的科学也难以救国，于是开始了政体革命;1911 年，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很快又出现了袁世凯的篡权和复辟，

这再一次使人们认识到，不彻底扫除封建思想，即使政体改变了，也

是不巩固的。于是，他们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批判封建思想的“思想革

命”。 

二.新的文学形式形成的途径 

其途径主要有三条： 

1.外来形式的民族化 

2.传统形式的现代化 

3.中西结合的崭新形式的创造 

三.现代文学的阶段划分 

1. 发生期(1917—1920)。文学革命标志着现代文学的诞生。这时



主要是在批判旧文学的同时开始新文学的创造。 

2. 发展第一期(1921—1927)。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成立、《沉

沦》、《女神》、《阿 Q 正传》的出版和发表，是新文学进入发展期

的标志。特点为百花齐放。 

3. 发展第二期(1928—1937)。“四一二”事变后百花齐放的局面

结束，新一个时期也就开始了。特点为左右分裂，大型作品走向成熟。 

4. 发展第三期(1937—1949)。“七七事变”后，分裂局面结束，

代之以统一的抗战文艺运动。主要特点是因政治而划分为不同地区，

不同地区又形成前后两个不同阶段。 

第一章 

要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胡适、周作人的新文学观。鲁迅

的早期生平。《狂人日记》的划时代意义。 

一.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首先是一场批判封建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它一开始

就以革新思想、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为明确的目标。而长期以来，

封建文学成为了封建思想的载体;要打倒封建文学，就必须发动文学革

命。因此，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胡适、周作人的新文学观 

胡适、周作人的新文学观都较为重视新文学的建设。但他们的观

念又各有侧重。胡适偏重形式的革新，如他的《论新诗》、《论短篇

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等论文为新诗、现代小说和话

剧的建立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周作人偏重思想的改革，如他的《思想革

命》、《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论文使文学革命的主张理论化，

对后来为人生派文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文学革命的内容和意义 

其内容主要有三项： 

1. 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打破种种旧形式的束缚，追求

文体的解放。 

2. 批判“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封建的文学观念;批判桐

城派、江西派等封建文学的代表性流派。 



3. 提倡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社会文学，要求表现社会的真实现

状，描写普通人的生活。 

其意义主要有四条： 

文学意义：文学革命宣告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和现代文学的诞

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一个新的文学世纪的开端。 

思想意义：文学革命既是思想解放的成果之一，又是思想解放的

一种表现形式，对促进中国社会和人们观点的变革做出了贡献。 

政治意义：文学革命为五四爱国反帝运动做了理论准备，为中国

革命培养了干部和人才。 

世界意义：文学革命是十月革命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革命文学潮

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二十世纪世界革命文学潮流的发展做出了贡

献。 

四.鲁迅的早期生平 

1881 年生于绍兴，1936 年在上海去世。少年时代他看到了封建

阶级的腐 ，̀看到了农民精神上的麻木和生活上的贫困。青年时代，他

读到了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很大影响。到日

本学医时，他还是个科学救国论者，但体格强壮的同胞作为麻木的看

客的幻灯片，使他感到了改变精神才是救国的第一要着，于是，他弃

医从文，成为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国内的黑暗现实，使鲁迅陷入了

深深的痛苦中。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舞和召唤下，终于发出了沉寂多年

的第一声呼喊，发表了震惊海内的《狂人日记》。 

五.《狂人日记》 

1. 作品的创作意图和方法 

《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作品对迫害

狂者的精神状态虽然有逼真的描写，但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揭露更令人

震惊。《狂人日记》具有鲁迅一贯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又含有淡淡

的象征主义色彩。 

2. 作品的思想性 

《狂人日记》表现出作者作为一位启蒙主义者的特点。作品揭露

了“仁义道德”的极端虚伪性，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作品不



仅表现了鲁迅的“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创作改造

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所以，这篇作品不仅是一篇彻底反封建的宣

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作品的总“序言”。 

3. 作品的艺术成就 

《狂人日记》借鉴俄国果戈里的《狂人日记》的写法，在我国现

代文学史上创造了一种新的体裁——日记体小说。 

4. 作品的意义 

《狂人日记》虽然不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白话小说，但它以

“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以娴熟的白话口语，以足够的思想艺

术份量，深刻地体现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实质，把彻底反封建的

精神与崭新而完美的形式相结合，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第三章 

要点：鲁迅小说的创作简况。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阿 Q

正传》、《祝福》分析。鲁迅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郭沫若诗歌的创

作简况。《女神》的时代精神和艺术特色。 

一.鲁迅小说创作简况 

鲁迅一共创作了三部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

编》。前两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取名《呐喊》，意指作者受新文化

运动的鼓舞，以呐喊“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取名《彷徨》，

表现了作者在五四运动之后的退潮期，新文化队伍分化后的思想苦闷

和内心寂寞，同时，也表现了他不断探索的可贵精神。 

二.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受科举制度毒

害的、一心追求功名利禄的封建文人，如孔乙己、陈士成等，他们是

封建制度的牺牲者;二是灵魂完全腐朽的文人 滓̀，如四铬、高尔础，他

们是封建制度的追随者;三是具有进步要求和变革愿望的现代知识分子，

如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等，他们是封建制度的反叛者，也是

鲁迅笔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形象。 

三.《阿 Q 正传》 

1. 阿 Q 形象的一般特征 



阿 Q 是未庄的雇农，一个没有土地的流浪汉，因而在他的性格中，

除了憨厚、质朴的农民性格外，又明显地沾染着游手之徒的油滑。他

不但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而且，在思想上也受到封建正统

观念的束缚，讲男女之大防，认为造反就该杀头等等，但卑贱的社会

地位的逼迫，也使他产生出变态的反叛心理，神往革命和革命党。 

2. 阿 Q 的精神胜利病和产生的原因 

阿 Q 形象的核心，是他性格中表现出来的“精神胜利病”。这就

是他的自欺欺人、自轻自贱、自嘲自解、自甘屈辱，而又妄自尊大、

自我陶醉等种种表现。产生这种病态精神的主要原因是：(1)封建阶级

的残酷压迫。农民从一次次失败的造反中错误地得出了造反没有出路

的教训，而不造反又难以忍受现实的生活，于是，只好寻求精神上的

安慰，或求神拜佛，或自我解嘲;(2)自然经济的闭塞环境。农民在小国

寡民、自给自足的生活中，稍有满足便夜郎自大，便盲目排外;(3)以封

建家长制为特征的家庭生活。无论家的规模、地位如何，作为一家之

长就有其应有的权威，所以，越是在外受辱受压，就越是在家中看重

权威，维护权威。社会地位的卑贱，完全被家庭地位的尊严所抵消。 

3. 阿 Q 和革命 

由于流氓无产者的地位和本性所决定，阿 Q 身上的革命因素是始

终存在的，“中国倘不革命，阿 Q 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

阿 Q 的革命带有流氓无产者革命的性质，带有农民革命的特色，具有

自发性、破坏性和私有性。革命的行动就是破坏、掠夺、杀掳，革命

的目的就是占有、改换门庭，最后被革命者取而代之。阿 Q 的革命是

失败的革命。革命党不但不准他革命，而且，还被作为抢劫犯被革了

命。这是阿 Q 的悲剧，更是辛亥革命的悲剧。鲁迅对阿 Q 的悲剧性处

理，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性教训。 

四.《祝福》 

1. 封建四权对祥林嫂的摧残 

(1) 夫权：没有姓名，因丈夫叫祥林而被称作祥林嫂，受夫权思想

影响，丈夫死后，抱定了从一而终的决心; 

(2) 父权：她婆婆凭借父权思想，对鲁四老爷家的佣人也敢“先斩



后奏”，而鲁四老爷也只能愤愤然; 

(3) 族权：祥林嫂的继夫贺老六、儿子阿毛相继死去，贺家大伯便

依据族权将她逐出家门; 

(4) 神权：祥林嫂违反了“从一而终”、“一女不嫁二夫”的道德

伦理，便再不能沾祭祀的边，后来，虽然捐了一条门槛作为替身，仍

未能得到宽恕。 

2. 祥林嫂受到的思想毒害和精神奴役 

鲁迅没有过多地写祥林嫂怎样在经济上受剥削，而突出地写了她

在精神上所受到的奴役和摧残。这主要表现在她决心守寡，在再嫁过

程中拼命地反抗，满足于在鲁家做女佣，甘愿捐门槛等描写之中。 

五.鲁迅小说的思想成就 

1. 鲁迅小说的启蒙主义思想 

鲁迅小说首先注意的是人的精神，是“愚弱的国民性”，是病态

社会中的不幸人们。所谓“不幸”，主要指人们身受惨重的压迫而不

觉悟，不思为改变命运而抗争，反而苟活着，甚至庆幸暂时做稳了奴

隶。诸如孔乙己的深受科举之毒，华老栓的愚昧麻木，闰土的屈服于

命运，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祥林嫂的坚守礼教等等。 

2. 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 

鲁迅小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瞒不骗，十分真实地描绘了从

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后，这一时期里中国社会现实的某些重要方面：

最先觉醒的革命者在寂寞中死去，自己的血做了愚昧群众的送命药

(《药》);一心坚守封建礼教的妇女，却正被礼教所吞噬(《祝福》)等等。

鲁迅在真实、冷静地描写血淋淋的人生时，溶进了他的感受和思考，

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礼教吃人、群众的启蒙、国民性的改

造、知识分子的悲剧性格、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等，都直接关系到中

国革命的紧要问题。这是鲁迅小说具有高度的思想性的根本原因。 

3. 鲁迅小说在题材上的开拓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在农民(或农村)题材上，鲁迅是中国

文学史上第一个为普通农民塑像的作家，他展现了农村各阶层的面貌，

塑造了闰土、阿 Q、祥林嫂等现代不同类型的不朽的农民形象。不仅



深深地同情他们的不幸，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思想局限，从而，

真实地描绘了农民运动低潮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面貌。(2)在知识分子

题材上，既描写了现代知识分子为个性解放所作的抗争，又揭示了个

人反抗的无力，比同时期的同类作品要深刻得多。 

4. 鲁迅小说的时代特征 

鲁迅小说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代，它的“忧愤深广”的情绪具有

极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时代情绪的表现。通过鲁迅小说可以看到当时

的时代：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觉悟，不少人已经献出了生命，

但旧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广大群众还非常愚昧麻木，新的道路正等待

着革命者去探索。 

六.鲁迅小说的艺术成就 

1. 鲁迅小说对现代小说民族新形式的创造 

鲁迅是现代小说民族新形式的创造者，他的小说“格式特别”，

一方面吸收了西方小说结构上的优点，打破了传统章回小说的旧套子，

一方面又保留了传统小说在描写手法上的长处，创造了既是现代化的，

又是中国化的小说新形式，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2. 鲁迅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就 

鲁迅小说贡献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典型形象，如阿 Q、闰土、

祥林嫂、吕纬甫、涓生、子君，以及孔乙己、四铭等，这是鲁迅小说

在现实主义艺术方法上的最主要的成就。鲁迅总是把人物置于一定的

历史背景和具体的生活环境中来表现，在他笔下的那些典型形象身上，

都达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能从他们的思想性格中看出某种复杂的

社会关系的总和。 

3. 鲁迅小说重视人物心灵的描写 

鲁迅对人物心灵的揭示，几乎有勾魂摄魄的力量，常常只用极简

炼的笔墨，便能写出人物心灵深层的东西。在表现方法上，与西方小

说长篇大论的心理描写不同，他极少用静止的描述，而大多采用传统

小说中以人物的语言、行动来揭示心理的方法，有时也有极简要而又

极精彩的肖像描写。因此，鲁迅小说的心理和肖像描写都颇有写意特



色，很富民族传统的意味。 

4. 鲁迅小说非常重视细节的真实性 

讲究细节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在鲁迅小说中

常常可以通过人物活动的一个小小细节，便认识到人物当时的心理、

身份、性格，乃至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由于细节的真实，使鲁迅的

小说中有许多可靠的风土习俗，人情世俗的记录，具有极高的认识价

值，这对形成他的严格的现实主义至关重要。 

5. 鲁迅小说形成了“寓冷于热”的独特风格 

所谓“寓冷于热”，就是将热烈的激情寓于冷峻的外表之下。鲁

迅小说在冷静的客观描写中充满了强烈的爱憎，在描写人物、场景，

叙述故事情节时，一方面采用精炼、简洁的白描手法，一方面环境气

氛又处处洋溢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使作品色彩朴素而又诗味浓郁。 

七.郭沫若诗歌创作简况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1892 年生于四川。《女神》是郭沫若诗歌

的代表作，出版于是1921 年 8 月，是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现代文

学史上第二部个人新诗集。它以充分的“五四”时代精神和成功的自

由体形式，把新诗艺术推向新水平，是白话新诗真正取代文言旧诗的

标志，是现代浪漫主义的发端。《女神》共三辑。第一辑收《女神之

再生》、《湘累》、《棠棣之花》三部诗剧。第二辑是诗集最重要的

部分，《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

等许多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集中于此。第三辑内容较杂，包括诗人最

初的试笔和“五四”之后的作品。 

八.《女神》的时代精神 

1.《女神》的反抗精神 

《女神》的时代精神，首先表现为强烈地要求冲破封建藩篱，彻

底地破坏和扫荡旧世界的反抗精神。《女神》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大

胆地反抗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叛逆者，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要求尊

崇自我的战斗者。《天狗》中“我”所喊出的似是迷狂状态的语言，

正是猛烈破坏旧事物的情绪的极好表现。这种情绪是与“五四”时期

思想解放的大潮流相一致的。因此，诗中的“我”是时代精神的代表



者。 

2.《女神》的爱国主义精神 

《炉中煤》以煤自喻，表示甘愿为祖国贡献出全部的光和热;《棠

棣之花》、《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等作品都是以自我献身的

形式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所激发起来的中国人民的

爱国激情，通过诗的形式被反映在《女神》之中了。 

3.《女神》的进取精神 

这是在感受了新的革命世纪到来的气息所产生的不可抑止的欢欣

情绪，也是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表现。所以，《女神》中最有代表性的

作品都是对光明、对力量的歌颂，色彩明亮，声调高亢，气势磅礴。

《太阳礼赞》表达了诗人对新生太阳的激情;《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歌

唱了把地球推倒的伟力;《晨安》的兴奋之情更明显，一气喊出二十七

个“晨安”，把自我与世界贯通，表现了一代新青年的宏大气魄;《笔

立山头展望》等作品也都表现出求新弃旧的进取心。 

九.《女神》的艺术特色 

1.《女神》在形式上的创造 

《女神》实践了郭沫若自己关于“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

创作主张，使诗的形式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女神》不追求任何一种

固定的现有的格式，任凭感情驰骋，自然流露，依据内在的感情节奏，

自然地形成诗的韵律。它的五十余首诗，每首诗都是一种新的格式。

《天狗》诗句短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有一种割不断的绵绵情意，

正好适合表现眷念之情;《凤凰涅槃》的诗句参差不齐，长短并用，富

于变化，或长吁，或短唱，节奏感十分强烈，表现出一种悲壮气氛。 

2.《女神》的比喻、象征手法 

《女神》常使用比喻、象征的手法，借助某一形象来寄托、抒发

自己的感情，使感情能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这是郭沫若诗歌浪漫

主义的主要特征。在《女神》中，无论是古代神话、历史故事中的人

物，还是人格化的自然景色，其形象的选择都十分巧妙、恰当、新颖，

与要表达的感情内容相一致，山岳海洋，日月星辰，风云雷电，也都

唱的是“郭沫若之歌”。《天狗》用民间传说中天上破坏者的形象来



贱的“黑奴”——煤的形象来表现劳苦者的爱国之情，十分新颖而恰

当。 

3.《女神》的豪放风格 

《女神》是新诗中豪放派的先驱。在《女神》中虽也有“丽而不

雄”的风格的作品，但能代表《女神》特色的，是惠特曼式的“雄而

不丽”的风格。它的想象新奇，语言粗犷，气势磅礴，声调激越，笔

调恣肆。它的美是一种壮美，男性的阳刚之美。 

一.文学研究会 

1921 年 1 月，沈雁冰、叶绍钧、郑振铎、王统照、周作人、许地

山等十二人在北京成立了文学研究会。他们以改革后的《小说月报》

为主要阵地，同时又出版了《诗》月刊。他们要求文学表现人生、指

导人生、对人生起作用，因而也被称为“为人生派”。后来，冰心、

朱自清、庐隐、鲁彦等著名作家都成为它的会员，人数达 170 余人，

是中国二十年代第一大规模的文学社团。 

二.创造社 

1921 年 7 月，留日学生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在

日本东京组成创造社，成员还有田汉、郑伯奇等。1922 年 5 月，他们

在国内出版了《创造季刊》，此后又出版了《创造周报》、《创造月

刊》等刊物。他们的主张多带有明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色彩，因而也

被称为“为艺术派”。 

三.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的一般特点 

冰心、庐隐、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等文学研究会小说家在创

作上，直接继承了“发生期”中“问题小说”的传统，多写探讨人生

问题，表达对人生见解的各种题材，提出了当时他们所关心的婚姻、

家庭、出路、道德等各种问题。其中，不少小说表现了“泛爱”思想。

他们的创作大多经历了一个由表现“爱”与“美”，转而揭露生活中

的“丑”与“恶”的变化过程，作品的现实性得到了逐步的增强。 

四.冰心的小说 

冰心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1920 年前后，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发生期“问题小说”的特点，提出了一系列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问题。

如1919 年她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用对比的手法，提出建

立合理家庭的问题;此后写的《斯人独憔悴》提出了五四后必然加剧的

某些家庭中两代人的矛盾的问题;《去国》通过在外留学的英士学成回

国决心报效祖国，最后又怀着悲愤惆怅之情离开祖国的故事，提出了

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庄鸿的姊姊》提出了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问题。

她的泛爱小说是其问题小说的变化和发展。代表作《超人》通过何彬

的形象，直接提出作家的人生互爱理想。1931 年，冰心写了《分》，

朦胧地表现了阶级间的不平等，与“泛爱”作品相比，思想倾向有了

变化。 

五.叶绍钧的小说 

1. 叶绍钧的初期小说 

叶绍钧是文学研究会中成绩最突出的作家。初期的叶绍钧小说也

把爱与美作为医治人生痛苦的良药，对被侮辱被损害者表现出人道主

义的同情。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隔膜》中的许多作品就是从不同

的人生中，写出了人际间心与心的不相通，表明生活中需要爱。此后，

他又出版了《火灾》、《线下》、《城中》等短篇集，从表现爱的追

求，转而倾向于客观现实的描绘。在叶绍钧客观描写现实的作品中，

教育界的题材占了很大的比重。 

2. 《潘先生在难中》的内容特点 

《潘先生在难中》是叶绍钧早期小说的代表作。它以 1924 年发生

于江浙的军阀战争为背景，通过让里县一位小学校长潘先生在战乱中

带领全家逃难到上海，而自己又因教育局长的通知只身返回县城，以

及他在战后欢迎得胜的军阀这三个主要情节，塑造了潘先生这个城市

小资产阶级中典型的灰色小人物形象。在军阀混战中，他首先考虑的

是他自己和他家小的利益，他带全家逃到了上海，为自己“从毁灭和

危难当中”捡回了四条性命和一个皮包而感到舒快。他回到县里后，

先是为自己决定回来而不会被开除而庆幸，接着又为自己的家产忧虑

和操劳，最后，在炮声中带着细软躲进了洋人的红房子里去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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