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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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石印的本子，其子目如下：    第一讲我为什么要讲
国语文学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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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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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巧那时候我的一班朋友在上海创立新月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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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只有一百块钱的股本，却也不好意思不尽一点股东的义务。
于是我答应他们把这部文学史修改出来，给他们出版。
    这书的初稿作于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二月，和十一年的一月。
中间隔了六年，我多吃了几十斤盐，头发也多白了几十茎，见解也应该有点进境了。
这六年之中，国内国外添了不少的文学史料。
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写本的俗文学，经罗振玉先生，王国维先生，伯希和先生，羽田亨博士，董康先生
的整理，已有许多篇可以供我们的采用了。
我前年(1926年)在巴黎、伦敦也收了一点俗文学的史料。
这是一批很重要的新材料。
    日本方面也添了不少的中国俗文学的史料。
唐人小说《游仙窟》在日本流传甚久，向来不曾得中国学者的注意，近年如鲁迅先生，如英国韦
来(waley)先生，都看重这部书。
罗振玉先生在日本影印的《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宝贵的了。
近年盐谷温博士在内阁文库及宫内省图书寮里发现了《全相平话》，吴昌龄的《西游记》，明人的小
说多种，都给我们添了不少史料。
此外的发现还不少，这也是一批很重要的新材料。
    国内学者的努力也有了很可宝贵的结果。
《京本通俗小说》的出现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董康先生翻刻的杂剧与小说，不但给我们添了重要
史料，还让我们知道这些书在当日的版本真相，元人曲子总集《太平乐府》与《阳春白雪》的流通也
是近年的事。
《白雪遗音》虽不知落在谁家，但郑振铎先生的《白雪遗音选》也够使我们高兴了。
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
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
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近十年内，自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收集歌谣以来，出版的歌谣至少在一万首以上。
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
这些歌谣的出现使我们知道真正平民文学是个什么样子。
以上种种，都是近年国内新添的绝大一批极重要的材料。
    这些新材料大都是我六年前不知道的。
有了这些新史料作根据，我的文学史自然不能不彻底修改一遍了。
新出的证据不但使我格外明白唐代及唐以后的文学变迁大势，并且逼我重新研究唐以前的文学逐渐演
变的线索。
六年前的许多假设，有些现在已得着新证据了，有些现在须大大的改动了。
如六年前我说寒山的诗应该是晚唐的产品，但敦煌出现的新材料使我不得不怀疑了。
怀疑便引我去寻新证据，寒山的时代竟因此得着重新考定了。
又如我在《国语文学史》初稿里断定唐朝一代的诗史，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
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佐证，同时却又使我知道白话化的趋势比我六年前所悬想的还更早几百年!
我在六年前不敢把寒山放在初唐，却不料隋唐之际已有了白话诗人王梵志了!我在六年前刚见着南宋的
《京本通俗小说》，还很诧异，却不料唐朝已有不少的通俗小说了!六年前的自以为大胆惊人的假设，
现在看来，竟是过于胆小，过于持重的见解了。
    这么一来，我就索性把我的原稿全部推翻了。
原稿十五讲之中，第一讲(本书的“引子”)是早已删去了的(故北京印本《国语文学史》无此一章)，
现在却完全恢复了；第二讲稍有删改，也保留了；第三讲与第四讲(北京印本的第二第三章)保存了一
部分。
此外便完全不留一字了。
从汉初到白居易，在北京印本只有六十一页，不满二万五千字；在新改本里却占了近五百页，约二十
一万字，增加至九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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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想把上卷写到唐末五代才结束的，现在已写了五百页，没有法子，只好把唐代一代分作两编，上
编偏重韵文，下编从古文运动说起，侧重散文方面的演变。
依这样的规模做下去，这部书大概有七十万字至一百万字。
何时完功，谁也不敢预料。
前两个月，我有信给疑古玄同先生，说了一句戏言道：“且把上卷结束付印，留待十年后再续下去。
”“十年”是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旧例，却不料玄同先生来信提出“严重抗议”，他说的话我
不好意思引在这里，但我可以附带声明一句：这部文学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内继续编成的
。
    现在要说明这部书的体例。
    第一，这书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中国文学史。
我在本书的引子里曾说    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
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
⋯⋯    我们现在讲白话文学史，正是要讲明⋯⋯中国文学史上这一大段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
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
    但我不能不用那传统的死文学来做比较，故这部书时时讨论到古文学的历史，叫人知道某种白话文
学产生时有什么传统的文学作背景。
    第二，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
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
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
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
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
这样宽大的范围之下，还有不及格而被排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学了。
    第三，我这部文学史里，每讨论一人或一派的文学，一定要举出这人或这派的作品作为例子。
故这部书不但是文学史，还可算是一部中国文学名著选本。
文学史的著作者决不可假定读者的头案上总堆着无数名家的专集或总集。
这个毛病是很普遍的。
西洋的文学史家也往往不肯多举例；单说某人的某一篇诗是如何如何；所以这种文学史上只看见许多
人名、诗题、书名，正同旧式朝代史上堆着无数人名年号一样。
这种抽象的文学史是没有趣味的，也没有多大实用的。
    学史，即作为这书的“前编”。
我的朋友陆侃如先生和冯沅君女士不久要出版  一部《古代文学史》。
他们的见地与功力都是很适宜于做这种工作的，我盼望  他们的书能早日出来，好补我的书的缺陷。
    此外，这部书里有许多见解是我个人的见地，虽然是辛苦得来的居多，却    也难保没有错误。
例如我说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又如说建安文学的主  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又如说故事
诗起来的时代，又如说佛教文学发生影  响之晚与“唱导”、“梵呗”的方法的重要，又如说白话诗
的四种来源，又如  王梵志与寒山的考证，李、杜的优劣论，天宝大乱后的文学的特别色彩说，卢仝
、  张籍的特别注重⋯⋯这些见解，我很盼望读者特别注意，并且很诚恳的盼望他  们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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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发现新证据或新材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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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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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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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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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适文选:文学与哲学》作者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
话的作品这部文学史里，每讨论一人或一派的文学，一定要举出这人或这派的作品作为例子，故这部
书不但是文学史，还可算是一部中国文学名著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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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适，宇适之，汉族，安徽绩溪人。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拥育三十二个博士头祈。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育高深的造
诣。
胡适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曾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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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白话文学史 自序 引子 第一编唐以前 第二编唐朝 下篇：中国古代哲学史 序 再版自序 《中国古
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 第一篇导言 第二篇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 第三篇老子 第四篇孔子 第五篇孔门弟
子 第六篇墨子 第七篇杨朱 第八篇别墨 第九篇庄子 第十篇苟子以前的儒家 第十一篇苟子 第十二篇古
代哲学的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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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法华经》（《妙法莲华经》）虽不是小说，却是一部富于文学趣味的书。
其中有几个寓言，可算是世界文学里最美的寓言，在中国文学上也曾发生不小的影响。
我们且引第二品中的“火宅”之喻作个例： 尔时佛告舍利弗：“我先不言诸佛世尊以种种因缘譬喻言
辞方便说法，皆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
是诸所说，皆为化菩萨故。
然，舍利弗，今当复以譬喻更明此义。
诸有智者以譬喻律解。
 “舍利弗，若国邑聚落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僮仆。
其家广大，唯有一门。
多诸人众，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
堂阁朽故，墙壁聩落，柱根腐败，梁栋倾危。
周币俱时倏然火起，焚烧舍宅，长者诸子，若十，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
 “长者见是大火从四面起，即大惊怖，而作是念：‘我虽能于此所烧之门，安稳得出；而诸子等于火
宅内，乐著嬉戏，不觉不知，不惊不怖。
火来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厌患，无求出意。
’ “舍利弗，是长者作是思惟：‘我身手有力，当以衣械，若以几案，从舍出之。
’复更思惟：‘是舍唯有一门，而复狭小。
诸子幼稚未有所识，恋著戏处，或当堕落，为火所烧。
我当为说怖畏之事。
此舍已烧，宜时疾出，无令为火之所烧害。
’ “作是念已，如所思惟，具告诸子：‘汝等速出！
’父虽怜愍，善言诱喻；而诸子等乐著嬉戏，不肯信受，不惊不畏，了无出心。
亦复不知何者是火，何者为舍，云何为失。
但东西走戏，视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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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收中胡适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一生曾获32个博士头衔。
《胡适文选:文学与哲学》收录了胡适先生文学、哲学理论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可以从中了解大师的
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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