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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2005年底，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举办第二届“明贤讲席——近现代中国
文学的学科视野”的报告会，主题报告者有李欧梵、王德威、王晓明、黄子平、陈平原和我六人。
我挨着陈平原教授坐，所以他的报告我听得很清楚。
印象最深的是，他开口便语惊四座：凡从事文学教育或研究的人，撰写并出版一部“文学史”，都是
一件让人魂牵梦萦的壮举。
他引王瑶先生当年的文章说：几乎每一位研究中国文学学者的最后志愿都是写一部满意的中国文学史
。
同时还举一位已经作古的老先生（名字我忘记了）为例，那位先生的终身遗憾就是没有写出一部文学
史。
①尽管平原教授接下去的观点并非是赞美文学史，而是相反，他要力破“文学史神话”，对当下的文
学史写作痛陈弊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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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信念的纠葛包括母语的陷落、同一与差异、“工具”与“本体”、音本
位与字本位、百年未完的命运之争等内容，下篇为文体的试验包括“胡适之体”与“鲁迅风”、“二
周”文章、周作人的语言论述等内容。
     本书可供相关研究人员阅读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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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郜元宝，男，汉族，1966年生于安徽铜陵，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曾为台湾大学客座教授、悉尼大学访问学者、韩国高丽大学客座教授等。
研究领域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评论、现代汉语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史、鲁迅研究、西方美学
和文艺思想。
著有《拯救大地》《在语言的地图上》《鲁迅六讲》《另一种权利》《午后两点的闲谈》《现在的工
作》《说话的精神》《在失败中自觉》《惘然集》《为热带人语冰——我们时代的文学教养》《鲁迅
精读》等论文、随笔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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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自序：“研究语言”和“经历语言”    上编  信念的纠葛一、母语的陷落    1．不平等的“语言接
触”：从特征比较到优劣判断    2．知识分子对汉语言文字普遍的失望二、同一与差异    ——现代汉语
的现实构造与未来信念    1．世界共同语和民族国家语言    2．“现代汉语”诸要素的内在紧张三、“
工具”与“本体”    ——现代汉语的功能与本质    1．语言沦为工具    2．母语对文学的支配四、音本位
与字本位    ——中国文学中的“说”与“写”    1．听汉语说话    2．言文分离的基本判断    3．对各种
解决方案    4．德理达和郭绍虞    5．字和音    6．对立与和解五、百年未完的命运之争    1．研究语言·
体验语言    2．汉语现代化问题：回到起点    3．政治目标与文化自觉：汉语改造运动的双翼    4．一些
具体方案    5．鲁迅的语言之路    6．再说“文白之争”    7．几个值得注意的人物    8．“音本位”诸问
题：口语·方言·腔调    9．百年争辩，远未结束    下编  文体的试验一、为什么粗糙？
    1．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忽略了语言文字的重要性    2．应重释“文学革命”与“语言革命”
之关系，并阐明中国文学“古今之分”，就语言文字而论。
乃“精粗之别”二、“胡适之体”与“鲁迅风”三、“二周”文章    1．概念之同    2．内容之同    3．
诗与真的分野    4．智与情的偏重    5．“口语本位”与文言因素    6．“腔调”与“反腔调”    7．赎罪
之文“离美渐远”四、周作人的语言论述    1．资格、体认与核心概念    2．语文论述之矛盾与文章特
质之关系：欧化与口语    3．重思想轻文辞：  “采纳古语”的二元标准    4．摈弃“古今骈散”的“音
乐性”：“腔调”问题五、1942年的汉语    1．1942：新的文学群落的崛起    2．新“打扫”：一个既新
又旧的语言传统的确立    3．白话文：在自我反省中成熟    4．“给他们许多话”：胡风、路翎与鲁迅
传统    5．结语：中国文学语言的一次短暂的凝定六、“次殖民地”·“语言游戏国”七、文体学的小
说批评方法八、汉语的被忽略与汪曾棋的抗议九、声音、文字及当代汉语写作十、李锐：“自己说话
”及其限度十一、孙甘露：酿造语言的烈酒十二、韩少功：超越修辞学十三、王蒙文体之一：戏弄与
谋杀    1．在刺作家的虚拟化抒情    2．在乌托邦：语言一元化运动    3．指涉语言的语言游戏    4．迷狂
语言中存在的丢失    5．在快速说话的语言热症    6．反写作：卫护纯洁的虚无十四、王蒙文体之二：
说话的精神十五、离开诗十六、中国作家的“外语”和“母语”十七、指尖上的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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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章太炎所谓民族语言“本柢”之“同”和历史演进之“殊”，还是一种封闭性考察，他把外来语
的影响排除在外了。
其次，所谓语言的历史演进，是“姬、汉”之初的“本柢”在封闭的语言系统中的自我裂变，还是民
族初始的语言按索绪尔所谓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方向的双重演进？
　　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依据什么样的时间性概念来探讨语言的同一与差异。
语言是在历史本柢的背景上还是在当下即时的现实生活中保持其同一并发生差异？
章太炎显然赞同前者。
他在考察日常白话文的流变时，总是把目光投向远古。
这是他的语言观的局限。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评述索绪尔对语言作出“历时性”与“共时性”区分时认为，“谁也不否认历时
性这一事实，不否认语音有自己的历史，意义会发生变化。
只是对于说话者而言，在语言的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刻，都只有一个意义，即当时的意义。
词是没有记忆力的”，詹姆逊甚至说“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永远是此时此刻的存在，每一时刻都蕴涵
着产生意义的一切可能”。
他认为共时性与历时性具有不同的“本体论基础”，“前者的基础在本族语使用者即时的切身经验之
中，后者则基于一种智力产物，是一个超越时间的局外人，因而也是一用纯粹是想出来的连续性代替
实际的连续性的人对一个又一个的即时进行比较的结果”，他因此甚至认为索绪尔的观点“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是一种存在主义观点”⑤。
这正是章太炎的语言思想所缺乏的，他只是以孤立的语言的历史性来对抗语言的共时性，当他精彩地
梳理语言的古今流变时，却忽视了身边的语言。
他勇于收复失地，甚至指责那些对“国语”“不欲推见本始”的学者“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
问学乎”，却疏于开垦语言的更广大的新疆域。
章太炎在语言问题上以反抗新的同一始，却不得不以固守旧的同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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