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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个动乱的年代。
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
人们很难计算他们的将来，即使是最短的将来。
这使一般人苦闷，这种苦闷或深或浅地笼罩着全中国，也或厚或薄地弥漫着全世界。
在这一回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两年，就有人指出一般人所表示的幻灭感。
这种幻灭感到了大战结束后这一年，更显著了；在我们中国尤其如此。
”    朱自清先生的《标准与尺度》，一开篇就出现了这样的笔触。
虽然作者自认为“本书收的文章很杂，评论、杂记、书评、书序都有”，而且“谈文学与语言的占多
数”，甚至一再强调书名只是取材书中篇名，“绝非自命在立标准、定尺度”；但他自己也承认：“
不管论文、论事、论人、论书，也都关涉着标准与尺度。
”联系本书文章顺序与朱自清先生的晚年气节，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本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的时
代里，对于时代问题的回应之书。
它对于今日的读者，在思考如何作文、如何立人、如何做一个现代国家的合格公民等问题时，仍然有
着相当的助益。
    虽然讨论“文学和语言的杂话”是本集的主体部分，但此外的《动乱时代》、《纪念闻一多》、《
回来杂记》等篇，关联时世，切中国人精神面貌与公民意识等要害，具有超越时代的启示：“严肃”
、“通俗”、“口号”、“气节”与“吃饭”等议论，又和行世立人大有关系，不可不读；其后关于
语文教育的多篇文字，更是深人浅出地揭示艺文之美，以及这种美的“旧标准”、“新尺度”。
虽然书名好像发凡起例、规矩绳墨，实则文字间并无定于一尊、以己度人之气，更非板起面孔好为人
师者可比。
书中的文章堪为现代白话文的优秀之作，对于中学以上写作者也有切实的示范作用。
    《标准与尺度》是朱自清先生(1898—1948)抗战胜利后所作部分杂文的结集，共收入关于文学、语言
、文化与人生等问题的文章二十二篇。
前三篇写于成都，后十九篇作于战后复员的北平。
  1947年末初版于文光书店，1984年三联书店重刊。
本次出版即据以为底本，订正少量错讹，改版付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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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学图书馆文库：标准与尺度》收集的是去年复员以来写的一些文章，第一篇《动乱时代》，
第二篇《中国学术的大损失》和末一篇《日常生活的诗》是在成都写的，别的十九篇都是回到北平之
后写的。
《中学图书馆文库：标准与尺度》收的文章很杂，评论、杂记、书评、书序都有，大部分也许可以算
是杂文罢，其中谈文学与语言的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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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种尺度表现在文论和选集里，也就是表现在文学批评里。
中国的文学批评以各种形式出现。
魏文帝的“论文”是在一般学术的批评的《典论》里，陆机《文赋》也许可以说是独立的文学批评的
创始，他将文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讨论。
此后有了选集，这里面分别体类，叙述源流，指点得失，都是批评的工作。
又有了《文心雕龙》和《诗品》两部批评专著。
还有史书的文学传论，别集的序跋和别集中的书信。
这些都是比较有系统的文学批评，各有各的尺度。
这些尺度有的依据着“儒雅”那个标准，结果就是复古的文学，有的依据着“风流”那个标准，结果
就是标新的文学。
但是所谓复古，其实也还是求变化求新异；韩愈提倡古文，却主张务去陈言，戛戛独造，是最显著的
例子。
古文运动从独造新语上最见出成绩来。
胡适之先生说文学革命都从文字或文体的解放开始，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最容易见出改变了的尺度
。
现代语体文学是标新的，不是复古的，却也可以说是从文字或文体的解放开始；就从这语体上，分明
的看出我们的新尺度。
 这种语体文学的尺度，如一般人所公认，大部分是受了外国的影响，就是依据着种种外国的标准。
但是我们的文学史中原也有这样一股支流，和那正宗的或主流的文学由分而合的相配而行。
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自然是这支流的一段，但这支流的渊源很古久，截取这一段来说是不正确的。
汉以前我们的言和文比较接近，即使不能说是一致。
从孔子“有教无类”起，教育渐渐开放给平民，受教育的渐渐多起来。
这种受了教育的人也称为“士”，可是跟从前贵族的士不同，这些只是些“读书人”。
士的增多影响了语言和文体，话要说得明白，说得详细，当时的著述是说话的记录，自然也是这样。
这里面该有平民语调的参人，虽然我们不能确切的指出。
汉代辞赋发达，主要的作为宫廷文学；后来变为远于说话的骈俪的体制，士大夫就通用这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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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学图书馆文库:标准与尺度》收集了作者朱自清所处40年代中期发表的杂文，共22篇，其中大多涉
及文学与语言问题。
其论文、论事、论人、论书大都关涉了标准与尺度问题，是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时代对于时代的回应
。
同时也可见出作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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