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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写作这部《中国文学史》，并没有多大的野心，也不是什么“一家之言”。
老实说，那些式样的著作，如今还谈不上。
因为如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
个的真实的面目呢。
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
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
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叙述的几乎都有些缺憾。
本来，文学史只是叙述些代表的作家与作品，不能必责其“求全求备”。
但假如一部英国文学史而遗落了莎士比亚与狄更斯，一部意大利文学史而遗落了但丁与鲍卡契奥，那
是可以原谅的小事吗？
许多中国文学史却正都是患着这个不可原谅的绝大缺憾。
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宋、明的无数短篇平话，明、清的许多重要的
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曾经涉笔记载过？
不必说是那些新发见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即为元、明文学的主干的戏曲与小说，以及散曲的
令套，他们又何尝曾注意及之呢？
即偶然叙及之的，也只是以一二章节的篇页，草草了之。
每每都是大张旗鼓地去讲河汾诸老，前后七子，以及什么桐城、阳湖。
难道中国文学史的园地，便永远被一班喊着“主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性的士大夫们占领着了吗？
难道几篇无灵魂的随意写作的诗与散文，不妨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的白纸，而那许多曾经打动
了无量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实的名著，反不得与之争数十百行的篇
页吗？
这是使我发愿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的重要原因。
这愿发了十余年，积稿也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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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欲多袭前人的论断。
但前人或当代的学者们的批评与论断，可采者自甚多。
本书凡采用他们的论断的时候，自必一一举出姓氏，以示不敢掠美，并注明所从出的书名、篇名。
　　中国文学史的附入插图，为本书作者第一次的尝试。
作者为了搜求本书所需要的插图，颇费了若干年的苦辛。
作者以为插图的作用，一方面固在于把许多著名作家的面目，或把许多我们所爱读的书本的最原来的
式样，或把各书里所写的动人心魄的人物或其行事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当然是大足以增高读者的兴
趣的。
但另一方面却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使我们需要那些插图的，那便是，在那些可靠的来源的插图里，意外地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
的社会生活的情态。
故本书所附插图，于作家造像，书版式样，书中人物图像等之外，并尽量搜罗各文学书里足以表现时
代生活的插图，复制加入。
　　本书所附插图，类多从最可靠的来源复制。
作家的造像，尤为慎重，不欲以多为贵。
在搜集所及的书本里，珍秘的东西很不少，大抵以宋以来的书籍里所附的木版画为采撷的主体，其次
亦及于写本。
在本书的若干幅的图像里，所用的书籍不下一百余种，其中大部分胥为世人所未见的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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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例言绪论上卷 古代文学第一章　古代文学鸟瞰第二章　文字的起源第三章　最古的记载第四章　
诗经与楚辞第五章　先秦的散文第六章　秦与汉初文学第七章　辞赋时代第八章　五言诗的产生第九
章　汉代的历史家与哲学家第十章　建安时代第十一章　魏与西晋的诗人第十二章　玄谈与其反响中
卷 中世文学第十三章　中世文学鸟瞰第十四章　南渡及宋的诗人们第十五章　佛教文学的输入第十六
章　新乐府辞第十七章　齐梁诗人第十八章　批评文学的发端第十九章　故事集与笑谈集第二十章　
六朝的辞赋第二十一章　六朝的散文第二十二章　北朝的文学第二十三章　隋及唐初文学第二十四章
　律诗的起来第二十五章　开元天宝时代第二十六章　杜甫第二十七章　韩愈与自居易第二十八章　
古文运动第二十九章　传奇文的兴起第三十章　李商隐与温庭筠第三十一章　词的起来第三十二章　
五代文学第三十三章　变文的出现第三十四章　西昆体及其反动第三十五章　北宋词人第三十六章　
江西诗派第三十七章　古文运动的第二幕第三十八章　鼓子词与诸宫调第三十九章　话本的产生第四
十章　戏文的起来第四十一章　南宋词人第四十二章　南宋诗人第四十三章　批评文学的复活第四十
四章　南宋散文与语录第四十五章　辽金文学第四十六章　杂剧的鼎盛第四十七章　戏文的进展第四
十八章　讲史与英雄传奇第四十九章　散曲作家们第五十章　元及明初的诗词第五十一章　元及明初
的散文第五十二章　明初的戏曲作家们第五十三章　散曲的进展第五十四章　批评文学的进展第五十
五章　拟古运动的发生下卷 近代文学第五十六章　近代文学鸟瞰第五十七章　昆腔的起来第五十八章
　沈璟与汤显祖第五十九章　南杂剧的出现第六十章　长篇小说的进展第六十一章　拟古运动第二期
第六十二章　公安派与竟陵派第六十三章　嘉隆后的散曲作家们第六十四章　阮大铖与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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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文学史却要仔细地论列到文学作家的生活。
伟大的文学作品，本是大作家的最崇高的创造，当然是离不了作家的自身。
所以文学史虽不全是作家传记的集合体，却也不能不着重于作家的自身生活的记述。
　　然而“人”究竟是社会的动物；我们不相信有一个人曾是完全的“遗世而独立”的。
所谓“隐逸诗人”云云，他究竟还是人世间的活动的一员。
他尽管不参加当时任何的政治等的活动，然而他究竟是受了社会一切大事变的影响的。
他的情感往往是最为丰富的，其感受性，当然也更为敏锐。
所以无论什么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有他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影响。
那个时代的广大人民的生活都会不期然而然地印染于他们的作品之上。
　　为了更深切地了解一个作家，我们便不能不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正如我们之欲更深切地了
解一部作品，便不能不去研究其作家的生平一样。
　　文学史的任务，因此，便不仅仅成为一般大作家的传记的集合体，也不仅仅是对于许多“文艺作
品”的评判的集合体了。
　　但他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目的在！
“时代”的与“种族的特性”的色彩，虽然深深地印染在文学的作品上，然而超出于这一切的因素之
外，人类的情思却是很可惊奇的相同；易言之，即不管时代与民族的歧异，人类的最崇高的情思，却
竟是能够互相了解的。
在文学作品上，是没有“人种”与“时代”的隔膜的。
我们能够了解美洲的红印第安人，澳洲的土人，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尽管他们和我们间隔得很远
，只要我们读到了他们的神话与传说，他们的文学的作品；我们也能够了解远古的巴比伦人、希腊人
，乃至中世纪的匈族与诺曼人，尽管他们的时代离我们是很远，只要我们读到他们那个时代的创作物
。
　　由此可知文学虽受时代与人种的深切的影响，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不朽的，一贯的，无古今之分，
无中外之别。
最原始的民族与最高贵的作家，其情绪的成就是未必相差得太远的。
我们要了解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不能不先了解其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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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关雎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靛悠哉，辗转反侧。
　　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奋发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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