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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集外旧文钞》收集了《谈“狗”年》、《文白之辨》、《希特勒活着吗？
》、《谈禁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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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元化，1902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
三十年代开始写作，主编《奔流》文艺丛刊。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文心雕龙》学
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
1996年，王元化与巴金老人一起，被评为上海市文艺艺术杰出贡献奖，1998年，他的论文集《思辨随
笔》，被评为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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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一九四六年《夕拾》每日短评文选小引谈“狗”年文白之辨希特勒活着吗？
谈禁烟提倡风月谈人狗混战惩百儆一礼义廉不看衣裳只看人闲话石狮子快领“圣餐”名字有罪？
救护车不要火并闻一多被刺市长难做狗咬吕洞宾“刮目相看”《文汇报》原告成被告又是“捉迷藏”
“闲言闲语”捧“上海小姐”两个“皇帝”“一家天下”吞吞吐吐法警瘦汉奸胖冯玉祥骂军人“文墨
”“白”“打”由大化小由小化无“黑”“占屋运动”“只见小鬼不见阎王”何必从和尚开刀？
不懂，不懂，第三个不懂！
罗兰夫人的话态度大方丑⋯⋯对当前文化问题的五点答问（一九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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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山西乔家大院在晋商中颇有名望。
费李两位先生在这部影片里看到的尽是阴暗、荒淫和无耻。
对此他们不禁感到了诧异。
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乔家大院的大红灯笼，说乔家大院确实有大红灯笼，但是，这些大红灯笼都是
用于喜庆节日，决不是如影片中所描写的老爷去哪房姨太太房中过夜，哪房就挂起大红灯笼来。
乔家大院家规严明，不允许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发生。
　　⋯⋯　　　　书摘2　　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　　一　　新启蒙运动并非是“五四”启蒙运
动的简单再版，它是把-“五四”阶段上所提出的任务放到一个更高的基础上来给与解决。
“五四”的新思潮含有一个重要意义：价值的重新估定。
　　那时有两个主摹的口号：第一是民主，第二是科学。
可是目前的新启蒙运动却具有别种的意义，同时它也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启蒙运动，由于中国
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因此它必须强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
所以，新启蒙运动存有着它自己的特殊性。
我们可以把它的中心内容总括到下面两点：　　（一）民主的爱国主义。
　　（二）反独断的自由主义。
　　同时，在另一意义上来讲，它又必然的是一个大众化运动。
　　抗战文艺是文学上的新启蒙运动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具体口号——也就是目前文艺运动的总目标
，总方向。
那意思是说它应该号召各派别的作家共同走到文艺抗战化这条路上来。
　　抗战文艺否定了普罗文艺阶段的绝对对立性和思想派别的宗派性。
一般说来，普罗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但抗战文艺却是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学运动。
另方面，它与国防文艺也不同，因为抗战已成现实，所以抗战文艺也不仅仅是号召联合，同时更号召
战斗。
　　最近，又有人提起“作家关系间的标帜”和“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划分；照他们的意思，抗战
文艺仍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
现在我们暂且不管这句话在本身有多少的语病，依上面的说法，抗战文艺只是作家在政治立场上的结
合，而不是作为文艺运动的总口号，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即使作家在政治立场上结合了，假设他在作品上仍然写的是些封建的反动的内容，那我们也不能
称为那些东西是抗战文艺，因为它实在对抗战毫无益处。
所以，抗战文艺不仅是号召作家在政治立场上的结合的口号，同时它更是一个创作方向的文艺运动的
口号。
　　自然，我们也不应该宗派地来理解这问题：以为只有新写实主义的作家才能写出抗战文艺，或者
写不出抗战文艺的作家我们就要把他们当作汉奸来打击。
其实抗战文艺是属于各阶层的，它的内容也是多方面的，假设一定要强迫别人放弃他们的阶级立场，
那是过左的独断倾向，是与新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相矛盾的。
——但，我说的也并不是所谓“广现实主义”的办法，叫人放弃“主义的门限”。
我认为抗战文艺是有阶级性的，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抗战文艺的一支生力军，因为它能正确地反
映现实把握住抗战的意识；不过，不应该把它夸张为“独占”的形式。
而我们对于那些写不出抗战文艺的作家，只有诚恳地在工作中去影响和推动他们。
关于这点，我们只有认清抗战文艺的联合阵线的意义性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我们应该更深刻的了解，新启蒙运动是目前思想文化上的一个范畴，抗战文艺只是这个范畴内的
一部门，我们要时时注意它与其它部门的联系性。
　　二　　抗战文艺的内容必然是理性的，作家在分析现实和把握主题的时候不应该作过火的估计。
我们必须看清现实的发展，用正确的语言表达出来。
　　最近有人在利用旧形式的一篇文章里，甚至于这样地写道：“管教××把国亡”，“要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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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平”。
这样的句子，走到另一错误的境地，对于抗战不能说是有利的。
新启蒙运动所以提出理性这口号，实是它必须抑止无谓的感情冲动反对任何笼统的幻想，才能达到认
识现实的道路。
　　同时，又有人在作品里表现了民族失败主义的倾向，这种毒害更加大了。
这就在于对现实的把握还不够，但，假设没有理性，那么怎能看清现实呢？
　　因此，抗战文艺对于理性运动是不能放松的。
　　为了使抗战文艺能够走到一条更圆满的路上去，那么在自己的营垒里进行自我批判也是必要的。
不过，我却不赞成最近一部分人所提出“抗战八股”的口号，我并不是说不应该反对公式主义，主要
是这话含有抹杀意味，我们不应该对于犯有错误的抗战作品，抱着取消的态度。
　　另方面，自我批判也不限于只针对同一派别的作家，同时还要批判联合阵线里的各派别的作家。
这样也许有人怀疑会影响到联合阵线的巩固，其实在批判中只要不武断，不宗派就决不会有恶劣的影
响。
只有在合理的批判中联合阵线才能巩固地生长，抗战文艺才能健全地展开。
　　记得前几天在一个报纸的副刊上看到一篇解释日苏问题的文章，那里面的大意是：日苏冲突的地
点在张鼓峰，张鼓峰的意义就是战鼓打得最紧，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所以结论日苏必战。
这副刊的观点一向是相当公正的，但在这里，显然有着非理性的错误。
对于这种错误，我们应该诚恳地批判它；要在批判中去号召这些作者对于主题的把握来一个理性运动
。
　　其次，关于反对反动意识和封建伦理观念也是抗战文艺的一个莺要课题。
目前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大多数的人还是保存着封建的伦理观念，那么，假使拿反封建当
做简单的教条，大刀阔斧地砍下去，无非惹起火众的反感。
我们不能忘了大众还有一个更高级更重要的伦理观念：抗战。
这是一个矛盾。
所以我们要反对那些反动的伦理观念，只有把它放在更高级的伦理观念上给与解决，只有强调这点才
能解决这个矛盾。
　　我们只有把握住这个结论，克制感情的滥用，发扬理性的精神，才能完成抗战文艺的反对反动伦
理观念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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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集外旧文钞》是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关于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杂感随笔集。
展示了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几十年间的世事百态，有助于我们了解特定年代的社会风
貌以及作者本人的价值取向、审美追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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