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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国十年（1921年），教育部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要我去讲国语文学史。
我在八星期之内编了十五篇讲义，约有八万字，有石印的本字，其字目如下：    第一讲我为什么要讲
国语文学史呢7    第二讲古文是何时死的？
    第三讲第一期（一）汉朝的平民文学    第四讲第一期（二）三国六朝    第五讲第一期（三）唐上    第
六讲第一期（三）唐中    第七讲第一期（三）唐下    第八讲第一期（四）五代十国的词    第九讲第一
期（五）北宋（1）文与诗    第十讲第一期（五）北宋（2）宋词    第十一讲第一期的白话散文    第十二
讲总论第二期的白话文学    第十三讲第二期上之一（1）南宋的诗    第十四讲第二期上之一（2）南宋
的词    第十五讲第二期上之一（3）南宋的白话文    后来国语讲习所毕业了，我的讲义也就停止了。
次年（1922年）3月23日，我到天津南开学校去讲演，那晚上住在新旅社，我忽然想要修改我的《国语
文学史》稿本。
那晚上便把原来的讲义删去一部分，归并作三篇，总目如下：    第一讲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    第二讲
唐代文学的白话化    第三讲两宋的白话文学    我的日记上说：    ⋯⋯原书分两期的计划，至此一齐打
破。
原书分北宋归上期，南宋归下期，尤无理。
禅宗白话文的发现，与宋“京本小说”的发现，是我这一次改革的大原因⋯⋯    但这个改革还不能使
我满意。
次日（3月24日）我在旅馆里又拟了一个大计划，定出《国语文学史》的新纲目如下：    一、引论    二
、二千五百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    三、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是白话的吗    四、汉魏六朝的民
间文学    （1）古文学的死期    （2）汉代的民间文学    （3）三国六朝的平民文学    五、唐代文学的白
话化    （1）初唐到盛唐    （2）中唐的诗    （3）中唐的古文与白话散文    （4）晚唐的诗与白话散文    
（5）晚唐五代的词    六、两宋的白话文学    （1）宋初的文学略论    （2）北宋诗    （3）南宋的白话诗 
  （4）北宋的白话词    （5）南宋的白话词    （6）白话语录    （7）白话小说    七、金元的白话文学    
（1）总论    （2）曲一小令    （3）曲二弦索套数    （4）曲三戏剧    （5）小说    八、明代的白话文学    
（1）文学的复古    （2）白话小说的成人时期    九、清代的白话文学    （1）古文学的末路    （2）小说
上清室盛时    （3）小说下清室末年    十、国语文学的运动    这个计划很可以代表我当时对于白话文学
史的见解。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自然是加上汉以前的一段，从《国风》说起。
    但这个修改计划后来竟没有工夫实行。
不久我就办《努力周报》了；一年之后，我又病了。
重作《国语文学史》的志愿遂一搁六七年，中间十二年（1922年）暑假中我在南开大学讲过一次，有
油印本，就是用三月中我的删改本，共分三篇，除去了原有的第一讲。
同年12月，教育部开第四届国语讲习所，我又讲一次，即用南开油印本作底子，另印一种油印本。
这个本子就是后来北京翻印的《国语文学史》的底本。
    我的朋友黎劭西先生在北京师范等处讲国语文学史时，曾把我的改订本增补一点，印作临时的讲义
。
我的学生在别处作教员的，也有翻印这部讲义作教本的。
有许多朋友常常劝我把这部书编完付印，我也有这个志愿，但我始终不能腾出工夫来做这件事。
    去年（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间，我在外国收到家信，说北京文化学社把我的《国语文学史》讲
义排印出版了，有疑古玄同先生的题字，有黎劭西先生的长序。
当时我很奇怪，便有信去问劭西。
后来我回到上海，收着劭西的回信，始知文化学社是他的学生张陈卿、李时、张希贤等开办的，他们
翻印此书不过是用作同学们的参考讲义，并且说明以一千部为限。
他们既不是为牟利起见，我也不便责备他们。
不过拿这种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出来问世，实在叫我十分难为情。
我为自赎这种罪过起见，遂决心修改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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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客中写二十万字的书，随写随付排印，那是很苦的事。
往往一章书刚排好时，我又发见新证据或新材料了，有些地方，我已在每章之后，加个后记，如第六
章、第九章、第十一章，都有后记一节。
有时候，发现太迟了，书已印好，只有在正误表里加上改正。
如第十一章里，我曾说“后唐无保大年号，五代时也没有一个年号有十一年之长的；保大乃辽时年号
，当宋宣和三年至六年”。
当时我检查陈垣先生的《中西回史日历》，只见一个保大年号。
后来我在庐山，偶然翻到《庐山志》里的彭滨《舍利塔记》，忽见有南唐保大的年号，便记下来；回
上海后，我又检查别的书，始知南唐李氏果有保大年号。
这一段只好列在正误表里，等到再版时再挖改了。
    我开始改作此书时，北京的藏书都不曾搬来，全靠朋友借书给我参考。
张菊生先生（元济）借书最多；他家中没有的，便往东方图书馆转借来给我用。
这是我最感激的。
余上沅先生、程万孚先生，还有新月书店的几位朋友，都帮我校对这部书，都是应该道谢的。
疑古玄同先生给此书题字，我也要谢谢他。
    1928 6.5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白话文学史>>

内容概要

　　《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文学史类：白话文学史》是胡适整理国故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中国文学史
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有人认为，此书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
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但是，也有人认为本书先入为主的成见太深，刻意贬低乃至
抹杀了两千年来的文人文学，留下了很多遗憾。
这部文学史从汉代写起，到中唐结束，是为上卷，下卷未能完成写作。
本书共十六章，二十余万言，价值究竟如何，有待读者诸君凭借自己的学识和理性予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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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
安徽绩溪人，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
    1917年（27岁）任北京大学教授，1922年（32岁）任北大教务长，1931年（41岁）任北大文学院院长
，1938年（48岁）任驻美大使，1945年（55岁）任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67岁）任台湾“中央研究院
院长”，1962年（72岁）因病去世。
    他是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拥有32个博士头衔。
1939年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他不但兴趣广泛，而且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
都有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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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引子 第一编 唐以前 第一章 古文是何时死的？
 第二章 白话文学的背景 第三章 汉朝的民歌 第四章 汉朝的散文 第五章 汉末魏晋的文学 第六章 故事诗
的起来 第七章 南北新民族的文学 第八章 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学趋势（三00-六00） 第九章 佛教的翻
译文学（上） 第十章 佛教的翻译文学（下） 第二编 唐朝（上） 第十一章 唐初的白话诗 第十二章 八
世纪的乐府新词 第十三章 歌唱自然的诗人 第十四章 杜甫 第十五章 大历 长庆间的诗人 第十六章 元稹 
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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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若这故事产生于三世纪之初，而此诗作于五六世纪（如梁、陆诸先生所说），那么，当那
个没有刻板印书的时代，当那个长期纷乱割据的时代，这个故事怎样流传到二三百年后的诗人手里呢
？
所以我们直截假定故事发生之后不久民间就有《孔雀东南飞》的故事诗起来，一直流传演变，直到《
玉台新咏》的写定。
 自然，我这个说法也有大疑难。
但梁先生与陆先生举出的几点都不是疑难。
例如他们说：这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
依我们的研究，汉、魏之间有蔡琰的《悲愤》，有左傅的《秦女休》，故事诗已到了文人阶级了，那
能断定民间没有这一类的作品呢？
至于陆先生说此诗“描写服饰及叙述谈话都非常详尽，为古代诗歌里所没有的”，此说也不成问题。
描写服饰莫如《日出东南隅》与辛延年的《羽林郎》；叙述谈话莫如《日出东南隅》与《孤儿行》。
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我的大疑难是：如果《孔雀东南飞》作于三世纪，何以魏晋宋齐的文学批评家——从曹丕的《典论》
以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及钟嵘的《诗品》——都不提起这一篇杰作呢？
这岂非此诗晚出的铁证吗？
 其实这也不难解释，《孔雀东南飞》在当日实在是一篇白话的长篇民歌，质朴之中夹着不少土气。
至今还显出不少的鄙俚字句，因为太质朴了。
不容易得当时文人的欣赏。
魏晋以下，文人阶级的文学渐渐趋向形式的方面，字面要绮丽，声律要讲究，对偶要工整。
汉魏民歌带来的一点新生命，渐渐又干枯了。
文学又走上僵死的路上去了。
到了齐、梁之际，隶事（用典）之风盛行，声律之论更密，文人的心力转到“平头、上尾、蜂腰、鹤
膝”种种把戏上去，正统文学的生气枯尽了。
作文学批评的人受了时代的影响，故很少能赏识民间的俗歌的。
钟嵘作《诗品》（嵘死于502年左右），评论百二十二人的诗，竟不提及乐府歌辞。
他分诗人为三品：陆机、潘岳、谢灵运都在上品，而陶潜、鲍照都在中品，可以想见他的文学赏鉴力
了。
他们对于陶潜、鲍照还不能赏识，何况《孔雀东南飞》那样朴实俚俗的白话诗呢？
汉的乐府歌辞要等到建安时代方才得着曹氏父子的提倡，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歌辞要等到陈、隋之际方
才得着充分的赏识。
故《孔雀东南飞》不见称于刘勰、钟嵘，不见收于《文选》，直到六世纪下半徐陵编《玉台新咏》始
被采录，并不算是很可怪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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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白话文学史》是胡适整理国故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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