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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刘大杰先生只见过两三面，未能有机会得到他针对我个人的教诲，但对先生的风采，至今还有印
象，至于听复旦中文系前辈老师们谈论刘先生，那就很多了。
刘先生的人生经历，在他那一辈学人中要算是比较特别的。
先生有一部长篇自传小说《三儿苦学记》，记述了他早年生活的艰难:自幼失怙，家境贫寒，种过地，
做过童工⋯⋯在困苦中勤奋攻读，考入免学费的旅鄂中学，这才给自己造就了转机;以后入武昌高等师
范学校（1922），继而东渡日本，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研究院研究欧洲文学（1926），前景遂不断
开阔起来。
二三十年代成名的学者，大多有比较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而刘先生在这方面的凭依是极
少的，除了母亲曾给他以最初的文学启蒙，一路走来主要是靠个人的奋斗。
对刘大杰先生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郁达夫。
刘先生在武昌高师读书时，郁达夫正在那里教书，二人结为莫逆之交。
正是在郁达夫的激励下，他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创造社的后起之秀，然后转入文学研究。
细想起来，这二人的性情也确有很多的相近之处。
爱好自由浪漫的生活以及浪漫的文学，真率诚恳，赤子之心始终不泯，是最明显的地方。
吴中杰先生记刘先生的话云:“他说他之所以得病，皆因年轻时候喝酒啊、闹啊，闹得太厉害了。
”这个“闹”也常常是和郁达夫在一起。
一般早年经历艰困的人，心理上难免留下些阴影，为人比较警戒，多少有些窘迫，但刘大杰先生却不
是这样，他是洒脱自如的，对人不大防范，虽有时沮丧伤感，却还是神采飞扬的情形居多。
我想这和他聪明多才有关吧，聪明也是一种财富，可以抵敌他人别样的优越，因而就活得自信了。
说起刘大杰先生的才气，那在复旦中文系是众口一词的，好像谁也不在这方面跟他比高低。
单以著作类型、学术范围而论，在文学创作上，刘先生出版过长、短篇小说，剧本，旧体诗集;刘先生
也是民国前期一位重要的翻译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向国内译介过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施尼
茨勒、杰克·伦敦等许多欧美重要作家的作品，对日本、印度的文学也作过较为系统的介绍;在外国文
学研究方面，他著有《德国文学概论》、《表现主义的文学》、《东西文学评论》等多种专著;在中国
哲学研究方面，他的《魏晋思想论》是一部享誉很广的名著;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中国文学发
展史》当然是最有代表性的，另外他所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流传也相当广。
你不能不赞叹:洵乎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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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中下）》是近世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上起殷商，下迄清朝，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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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大杰(1904—1977)，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湖南岳阳人，曾任上海大东书局编辑，安徽大学、暨南大学教授。
建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并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早年从事小说创作以及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后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发展史》《思想与人物》《魏晋文人思想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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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前言重版前记新序第一章殷商文学与神话故事一文学的起源二卜辞时代的文学三周易卦爻辞中的
古代歌谣四古代的散文盘庚五古代的神话故事第二章周诗发展的趋势及其艺术特征一《诗经》时代的
社会形态二《诗经》与乐舞的关系三宗教性的颂诗四颂诗的演进五社会诗的产生与文学的进展六抒情
歌曲七《诗经》的文学特色第三章社会的变革与散文的勃兴一散文发达的原因二历史散文三哲理散文
第四章屈原与《楚辞》一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楚国文化的发展二《楚辞》的特征三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
四屈原文学的思想与艺术五宋玉第五章汉赋的发展及其流变一绪说二汉赋兴盛的原因三汉赋发展的趋
势四汉代以后的赋第六章司马迁与汉代散文一司马迁的生平二《史记》的史学价值三《史记》的文学
成就四《汉书》五汉代的政论文六王充的文学观第七章汉代的诗歌一绪说二乐府中的民歌三五言诗的
起源与成长四古诗十九首五《悲愤诗》与《孔雀东南飞》六结语第八章魏晋时代的文学思潮一魏晋文
学的社会环境二文学理论的建设三魏晋小说第九章从曹植到陶渊明一曹植与建安诗人二正始到永嘉三
陶渊明及其作品第十章南北朝的文学趋势一形式主义文学的兴起二新诗体的制作三山水文学与色情文
学四文学批评五《世说新语》及其他小说第十一章南北朝的诗歌上篇南北朝的民歌一南方的民歌二北
方的民歌下篇南北朝的诗人一南朝诗人二北朝诗人三附论隋代诗人中卷第十二章唐代文学的新发展一
绪说二唐诗兴盛的原因三唐代的古文运动四唐代短篇小说的进展五唐代的变文第十三章初唐的诗歌一
齐梁余风二王绩及其他诗人三初唐四杰四沈宋与律体五陈子昂与诗风的转变第十四章盛唐诗人与李白
一绪说二王孟诗派三岑高诗派四李白的生平及其作品第十五章杜甫与中晚唐诗人一绪说二杜甫的生平
及其作品三大历诗人与张籍四白居易的文学理论与作品五孟韩的诗风六晚唐诗人第十六章词的兴起一
词的起源与成长二敦煌曲词三晚唐词人温庭筠四五代词的发展与花间词人五李煜与南唐词第十七章宋
代的社会环境与文学发展一宋代的社会环境与文学趋势二宋代的古文运动第十八章苏轼与北宋词人一
宋词兴盛的原因二宋初的词三词风的转变与都会生活的反映四苏轼的词五周邦彦及其他词人六女词人
李清照第十九章辛弃疾与南宋词人一时代的变乱二辛弃疾及其他词人三格律派词人第二十章宋代的诗
一宋诗的特色与流变二欧阳修、苏轼及其他诗人三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四陆游及其他诗人五反江西诗派
六遗民诗七北国诗人元好问第二十一章宋代的小说与戏曲上篇宋代的小说一志怪传奇的文言小说二宋
代白话小说的兴起三宋代的短篇小说四宋代的长篇小说下篇宋代的戏曲一中国戏曲的起源与演进二宋
代的各种戏曲下卷第二十二章元代的散曲与诗词一元代社会与文学二散曲的产生与形体三词与散曲四
元代前期的散曲作家五马致远的散曲六睢景臣与刘致七元代后期的散曲作家八元代的诗词第二十三章
关汉卿与元代杂剧一杂剧的产生二杂剧的组织三元杂剧的演出实况四杂剧兴盛的原因五关汉卿的杂剧
六王实甫与白朴七元杂剧前期其他作家八杂剧的南移九结语第二十四章明代的社会环境与文学思想一
绪说二旧体文学的衰微三明初的诗文四拟古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五唐宋派与归有光六公安派与反拟古主
义的文学运动七晚明的散文与诗歌第二十五章明代的戏剧一南戏的源流与形式二《琵琶记》与元末明
初的传奇三传奇的典丽化四杂剧的衰落与短剧的产生五沈与吴江派六汤显祖的戏剧第二十六章《水浒
传》与明代的小说一明代小说的特质二《三国演义》三其他讲史小说四《水浒传》五《西游记》及其
他六《金瓶梅》七才子佳人的恋爱小说八晚明的短篇小说第二十七章明代的散曲与民歌一绪说二北方
的散曲作家三南方的散曲作家四明代的民歌第二十八章封建社会的末期与清代文风的演变一清代的社
会环境与旧体文学的总结二晚明文学思想的继续三清初的散文四桐城派的古文五散文的新变第二十九
章清代的诗歌一绪说二清初诗歌三遗民诗四康雍年间的诗歌五乾嘉诗风六鸦片战争前后的诗歌七诗界
革命与清末诗歌第三十章《红楼梦》与清代小说一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二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三
曹雪芹与《红楼梦》四《镜花缘》及其他五侠义小说六倡优小说七清末的小说第三十一章清代的戏剧
一绪说二清初的戏剧三洪与《长生殿》四孔尚任与《桃花扇》五杂剧传奇的尾声六昆曲的衰落与花部
的兴起第三十二章清代的词曲一绪说二清初词的三派三常州词派的兴起四晚清词人五清人散曲与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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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周易卦爻辞中的古代歌谣卜辞以后，我们要作为上古文学的史料的，是《周易》中的卦爻辞。
《易经》虽是一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筮书，但在卦爻辞里，我们可以找出一些富有文学意义的作品。
《周易》分为经、传两部分，经和传的年代相差很远。
经中有八卦，八卦重为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各卦各爻都有解释的辞句，称为卦爻辞。
《易传》为《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共
有十篇，称为十翼。
古人有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的传说，在五经中占居首要的地位。
《易经》产生的时代大约在商末周初，《左传》言《易》者十七次，称《周易》筮者九次，所引爻辞
与今本爻辞同。
由此可知《周易》产生的年代，必然很早，在社会上流行也很广泛。
但《周易》是一本实用的筮书。
在文字上和形体上，后人很可能是有增补的。
所以书中有文王以后的材料，也可能有战国人增补的材料，但把《易经》的全部年代移到战国初年，
很难令人信服。
至于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最早的时代在战国，可能有一部分还要迟。
《易经》是一本巫书，非一人所作，是由那些巫卜之流编纂而成的。
在功能与性质上，卜辞与《易经》大略相同，它们在古代都担负了“决吉凶、问休咎”的任务。
所不同的是在卜筮的方法与体例。
卜辞用的是龟，称为卜；《易经》用的是草，称为筮。
在组织方面《易经》有一套完整的形式，结构复杂，在神秘的外衣下，反映出朴素的辩证思想。
从占卜方面看来，《易经》比较卜辞，是进步得多了。
它们的功能与性质，同为巫术时代精神生产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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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刘大杰先生名著《中国文学发展史》（全本）首次以中文简体字版推出！
    文学便是人类的灵魂，文学发展便是人类情感与思想发展的历史。
——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是各种文学史著作中最能显示个人学术风格和审美趣味的一种。
不仅语言富丽、叙述生动、富于感染力，书中的议论也每带有激情。
可以，史家的理性与诗人的感性在此书中是共存的⋯⋯比起多种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刘先生
的书是最漂亮、最具才华和最能显示个性的一种。
——骆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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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大杰先生名著《中国文学发展史》(全本)首次以中文简体字版推出！
    本书是各种文学史著作中最能显示个人学术风格和审美趣味的一种。
不仅语言富丽，叙述生动。
富于感染力，书中的议论也每带有激情。
可以说，史家的理性与诗人的感性在此书中是共存的⋯⋯比起多种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本书
是最漂亮、最具才华和最能显示个性的一种。
文学便是人类的灵魂，文学发展史便是人类情感与思想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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