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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年来一直处于开风气之先的地位，许多古老的学科在北大得以改造更新，许多
新的学科首先在北大创立发展。
这在国学的领域内尤其明显。
例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著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小
说史的开山之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卷）是用新方法整理中国哲学的尝试，这些书原来都是
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或北京大学的讲义，又如，民谣的征集与整理以及由此兴起的民俗学的研究是
从北大开始的，中国最早的考古学研究室也是在北大建立的。
诸如此类，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
　　这种新的风气，可以概括为以下两句话：会通古今，熔铸中外。
北大的学者大多抱着关注现实的态度，研究古代的学问而不陷于故纸堆中，能够以个人的见识审视古
代的资料，得出新的见解。
北大的学者大多具有世界的眼光，关注外国的学问，努力与外国学者交流，将中国的学问放到世界学
术文化的格局中进行考察，从而开出一条条新路。
所以北大的国学研究自有一种高超的眼界、博大的格局和旷达的风度，这一切形成一种学问的气象，
从一个方面体现出百年来北大的精神魅力。
　　北大是一片学术的圣地，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许多后起的学者又继续在
这里辛勤的耕耘。
如果以三十年为一代，那么一百年来大约有三代学者共同支撑起一座足以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相你的
宏伟的学术殿堂。
我们把一百年来北大国学研究的成果加以精选，编成《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翻开这部书，读者
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到百年来整个国学发展的轨迹。
我们不难发现。
今天的国学与以前相比，无论研究的范围，还是研究的观念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初章太炎撰《国学略说》，分为“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
文学略说”五部分，所讲的都是我国几千年来固有的学术。
现在和那时候相比，论范围已经远远超出，论观念已经几度更新，论方法也已经更加科学化、系统化
，仅以小学而论，当初那种以通经为目标的学问，后来发展为以描述语言文字发展规律为目标的学问
；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更使这门学问大为改观。
在这一百年间，也有一些新兴的学科（如敦煌学），进入了国学的疆域；考古学的新成果，则引起史
学巨大的变化。
凡此等等，都使国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足以使我们将今天的
国学称之为“新国学”，而和以往的国学区别开来。
　　今后北大的国学研究应当更加注意学科的交叉，在多种学科的交汇点上，找到新的研究课题，开
辟新的研究途径，建立新的研究领域。
北大的学科齐全，实力雄厚，只要组织得好就一定会出现更加优异的成果，还应当继续扩大对外的学
术交流，一方面将中国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介绍给世界，另一方面也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吸取有益的成
分以充实自己。
我相信通过广泛的交流，北大学者的素质会有很大的提高，研究水平也会相应地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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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论文论文三篇序文三篇文学研究法（节录）论诗三篇唐宋至今文体《诗经通解》例略魏晋风度以
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家数南北文学不同论人境庐诗草论慢词兴于北宋《文心雕龙》札记（节选）《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关于中国早期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屈赋考源影印《脂砚
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南戏拾遗》导言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论贾宝玉典型形象杜诗发展的基
础与诗兴触发的契机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关于《红楼梦》
的成书过程《天问》中所见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面影杜甫《秋兴》八首的艺术特点《诗三百篇》臆
札钟嵘的诗歌理论盛唐七绝刍议史传与小说的融合——论《水浒》谈《水浒传》在我国小说艺术典型
化方面的贡献从潘德舆的《说诗牙慧》稿本到《养一斋诗话》《离骚》的整体结构和求女、问卜、降
神解论《楚辞·九歌》的来源、构成和性质论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三国演义》与《十七史详节》
的关系梁玉菟园诸文士赋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的考辨论《水浒》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构思陶渊明享年考
辨王国维创造“新学语”的历史经验《世说新语》思想艺术论李华事迹考读脂批随札刘熙载的《艺概
》及其辩证审美观创作范式的提但是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以意逆志”辨储光羲籍贯考辨意境理论胎萌
于《文心雕龙》说梁启超与日本明治小说即物即理，即境即心韩孟诗派的创意识及其与中唐文化趋向
的关系表现与再现的消长互补明清邸报与文学之关系论宫体诗论元明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演化“
雅”“俗”观念自先秦至汉末的衍变及其文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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