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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文学史》作者钱基博被视为“国学大师”，不仅在于他终其一生以教授“国学”为职
志，更在于他对于“国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他认为“国学”之根本义在“国性之自觉”，“俾吾人以毋自暴”；他认为“经”是“三代盛时”的
典章法度，立身行事的准则，行之有效的政教，非圣人有意为文以传后世者；他认为中国古代教育之
精神“务在守其己之所信，行其心之所安，而置死生穷达午度外”，非专授技能以营生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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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基博(1887—1959)，字子泉，自号潜庐，又号老泉，江苏无锡人。
生平主要从事教学著述，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无锡国学专门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和浙
江大学等学校。
针基博博学多才，在文学和文学史、经史诸子和文献学等领域均有研究。
主要著作有《名家五种校读记》、《文心雕龙校读记》、《现代中国文学史》、《明代文学》、《中
国文学史》、《孙子章句训义》及《近百年湖南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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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文学二、文学史三、现代中国文学史编首一、总论二、上古三、中古四、近古五、近代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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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一、文学治文学史，不可不知何谓文学，而欲知何谓文学，不可不先知何谓文。
请先述文之涵义。
文之含义有三：（甲）复杂非单调之谓复杂。
《易·击辞传》曰：“物相杂故曰文。
”《说文·文部》：“文错画；象交文。
”是也。
（乙）组织有条理之谓组织。
《周礼·天官·典丝》：“供其丝纩组文之物。
”注：“绘画之事，青与赤谓之文。
”《礼·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
”是也。
（丙）美丽适娱悦之谓美丽。
《释名·释言语》：“文者，会集众采以成绵繡；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繡然。
”是也。
综合而言，所谓文者，盖复杂而有组织，美丽而适娱悦者也。
复杂乃言之有物。
组织，斯言之有序。
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故美丽为文之止境焉。
文之涵义既明，乃可与论文学。
文学之下义亦不一：（甲）狭义的文学，专指“美的文学”而言。
所谓美的文学者，论内容，则情感丰富，而或不必合义理，论形式，则音韵铿锵，而或出于整比，可
以初弦诵，可以动欣赏。
梁昭明太子萧统序《文选》：“譬诸陶匏为入耳之娱，黼黻为悦目之玩”者也。
“若天姬公之籍，孔你之书？
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
连之卻军，食其之下齐国，留候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
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至于记事之史，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
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
名曰《文选》云耳。
”所谓“篇什”者《诗》雅颂十篇为一什，后世因称诗卷曰篇什。
由萧序上文观之，则赋耳，诗耳，骚耳，颂钻耳，箴铭耳，哀诔耳，皆韵文也。
然则经姬公之籍，孔父之书。
非文也，子老庄之作，管孟之流。
非文学也，史记事之文，击年之书。
非文学也；惟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沉思”，“义归翰藻”，与夫诗赋
骚颂之成篇什者，方得与于斯文之选耳。
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以“扬榷前言，抵掌多识者谓之笔；咏叹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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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忠匡以“大著作”与“深刻反思”评《现代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
》正是先生在通读古今专集的基础上抉发文心，剖析源流，高挹群言，自出手眼的两部大著作。
《现代中国文学史》阐述中国现代文学兴衰得失递变的轨迹。
所谓‘现代’系指旧民国纪元之1911年至1930年这一时期。
《现代中国文学史》虽以介绍与分析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为主，但也广泛地涉及到了与此
有关的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以及政制民俗，援据纷纶，不厌其详。
是一部广义性质的文学史著作。
⋯⋯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旧中国学术界新旧交替时期剧烈的思想矛盾和时代的苦闷。
作者的爱憎情感是显而易见的。
《现代中国文学史》并不局限于以文论文，就诗论诗，而是在极其宽广的背景中，寻求和探讨这一时
期‘文章得失升降之故’。
有关一代文人的遗闻轶事，可作为‘知人论世’之资的，也都网罗，粲然可观。
正如先生自己所评说的：‘读者以此一帙以为现代文人之忏悔录可也。
’这说明先生的这一著述，对当时的学术界起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深刻反思的作用。
它无疑是今天研究我国近代文学历史发展和了解那一时代政治、社会思想心理等方面的历史风貌的一
部重要史料。
此书自193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以后，五年之中曾四次再版。
”（《吾师钱基博先生传略》）刘梦溪以“特见独出”评《现代中国文学史》：“钱著《现代中国文
学史》的有些观点我们自然不必尽同，但其书却有优长之处，主要是特见独出而不被时论所摆布，掘
发到了有定在性的历史文化精神。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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