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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樂樂 著

周氏兄弟文章觀的生成與嬗變



作者簡介

李樂樂，1988 年生。山東淄博人。文學博士。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周氏

兄弟文章觀與思想、二周文學翻譯實踐與理論研究，並從事文學創作。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叢刊》《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勵耘學刊》《中國圖書評論》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譯作和書

評文章多篇，合著《「文」的傳統與現代中國文學》（2018）一部。

提    要

書稿聚焦周氏兄弟的文章觀，通過追問近現代文學進化過程中被忽略的「文章」一環，補

充既往研究未能夠充分解釋的一部分書寫現象。在探討二周有別於同時代文學話語的同時，也

注意到各自不能被對方化約的獨特性。書稿指出，支撐二周「文章」寫作的基本觀念最初是在

留日時期形成，中經「文學革命」的洗禮，看似在純文學的擠壓下潛入隱層，實則「文章觀」

作為被創生的資源，始終都是二周與純文學理念拉開距離、推動近現代文學視域更新的基本框

架。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聚焦留日時期「新生」甲、乙兩編搭建的「新文章」框架，分析

其有別於西方「純文學」與傳統「文」的獨特面向；繼而從語言文字學這一維度入手，探討二

周從文學復古轉向白話新文學的「發生機制」，及 1930 年代重啟舊體詩創作等問題，把握「復

古」與「反復古」之間的複雜關聯；進一步關注 1930 年前後魯迅《漢文學史綱要》、周作人《中

國新文學的源流》重敘文章史的思路，追問兩部文章史著呈現的理想文章形象，並以同期胡適、

傅斯年等敘史話語為參照，提煉「魏晉文」與「唐宋文」之間的權力更迭這一主體線索。書稿

首次系統梳理與比較二周自清末「文章新生」運動到 1930 年代「文章書寫」的完整歷程，展現

從傳統文章觀到近現代文學觀念轉型過程中的複雜交錯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