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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福建人才辈出，灿若繁星：严复、辜鸿铭、林琴南、林文庆、林语堂、郑
振铎、谢冰心、许地山⋯⋯无论以地域涌现的数量，还是从其个人影响在历史上的地位来说，都令人
难望项背。
然而，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现象，这些福建人的骄傲却远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更没
有在民众中形成应有的影响力。
严复等人如是，林语堂的遭际也如是。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20世纪中后期，曾有人这样评价林语堂：“全世界大多数的外国人只知道中国有两大文人：一位是德
配天地的孔夫子，一位是学贯中西的林语堂。
而事实上‘夫子之道’也多半是经过林语堂先生的彩笔介绍给外国人的。
”台湾作家林海音也表示：“本世纪的中国人能成为世界性作家学者，我认为只有林语堂一人。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为了解中国而读了林语堂的书，他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
，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个美国人都仍然有用。
”可以说，林语堂其人、其文在中国，尤其在西方世界，都具有令人难以企及的影响力。
林语堂其人，声名远播。
褒之者谓之是巨匠大师，贬之者谓之是反动文人，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现象集于一身，这个“对外国
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林语堂，经济、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诸多
领域，无不涉足，思翔笔飞，幽默谐趣。
但其“两脚踏中西文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上、倾向上的对撞冲击，使得天赋加饱学的林氏也
自认为“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
在走过几十年曲折的历史时空时，我们发现，要认识林语堂，诠释林语堂这个“矛盾”，仍然有着一
个很大的研究空间。
林语堂其文，汗牛充栋。
他中英文双管齐下，文史哲内容兼备，上下千年，古今中外，小说、传记、散文、论著、译文乃至辞
书，无所不及，行云流水，雅俗共赏。
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取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大抵主张自抒胸臆，
发挥己见，有真善，有真恶，有奇嗜，有奇忌，悉数出之，即使瑕瑜并见，亦所不顾，即使为世俗所
笑，亦所不顾，即使触犯先哲，亦所不顾，惟断断不肯出卖灵魂，顺口接屁，依傍他人，抄袭补凑，
有话便说，无话便停。
”但要解读林语堂一生著作，是一片更为广阔的探索天地。
在新的世纪，和谐与发展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调。
林语堂这位曾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最不容易写的一章”，当风正帆悬，可以客观公正地一步一个脚
印加以书写了。
林语堂是漳州人，他自称是故乡忠实的儿子，其文章中屡屡表达出对故乡的拳拳情愫。
作为林语堂的同乡、后人，感到对林语堂的研究任重途长，悟出应该为林语堂研究做些什么。
故乡人为林语堂修复了故居，建造了纪念馆；漳州市适时成立了林语堂研究会；漳州师范学院成立了
“闽台文化研究所林语堂研究中心”，构建专题研究林语堂的平台。
我的前辈师长福建省社科院文研所的万平近先生为林语堂研究拓荒，为其作传；漳州师院的讲座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兆胜博士出版大量研究林语堂的文章和著作。
近些年来，林语堂研究的环境得以改善，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人气也出现上升之势。
漳州师院一群学人，继出版了《林语堂研究论文集》之后，现在又要推出这一套《林语堂研究丛书》
，从不同角度研究林语堂，抛砖引玉，求其友声。
对林语堂的研究，我囿于见闻，孤陋浅见，居于责任，我曾在漳州籍现代三作家(林语堂、许地山、杨
骚)的全国研究会上和《林语堂研究论文集》的序言中说过，“只要我们有着林语堂与闽南人那坚忍不
拔的性格与精神，锲而不舍，不言放弃，就一定能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相继会出现林语堂研究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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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林语堂研究的专家”。
我仍旧热切地企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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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
作者认为，在中国现代作家整体地反传统和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林语堂能独辟蹊径、
反观溯源、推陈出新，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光和价值意义，反映了他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广
阔性、兼容性和超前性，也反映了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古老与新青等二元对立关系上的超
越性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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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兆胜，男，1963年生，山东蓬莱人。
1986和1989年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分别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9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牛院获文
学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林语堂研究会顾问，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已出版著作有《林语堂的义化情怀》、《闲话林语堂》、《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林语堂大传
》、《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和《文学的命脉》等11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文学
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文章多被转载，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有散文随笔集《天地人心》，散文作品入选中学课本、高考模拟题和各种选本。
曾获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
近年来主要从事林语堂研究、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和散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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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融合：世纪需要林语堂  一　敬天·爱人·惜物  二　修身·齐家·爱国·宇宙文章  三　幽默·闲适
·快乐  四　矛盾·和谐·安详附录　林语堂研究的意义、现状与瞻望  一　世界性影响  二　不可忽略
的文学史地位  三　研究进展及其局限  四　新世纪研究构想后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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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观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和文化人而言，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无疑是
矛盾与困惑的一个焦点。
进而言之，向西方学习几乎成为文学和文化先驱者的共识，但如何对待中国文化则变得歧义丛生、复
杂多变，有时甚至有些尴尬和匪夷所思。
最典型的例子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鲁迅、郭沫若、钱玄同等人成为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者；而饱
受外国文化熏染的辜鸿铭则成为中国文化的卫道士。
另一个例子是，即使像鲁迅等人在理智和总体上对中国文化持否定态度，但在感情和某些具体方面对
中国文化又是依恋和肯定的。
可以说，中国文化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作家和文化人一个遥远的“梦”，它也可能有远有近、有清晰有
模糊、有喜有悲、有爱有恨，但没有人能跳出其光影的笼罩。
换言之，研究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和学人，可以有不同的立场、视角、维度、观念和方法，但中国
文化这一透镜却是不可或缺甚至是带有根本性的。
这仿佛是一棵树，无论怎么嫁接，也无论开出怎样的花和结出什么果实，它都离不开其“根本”，更
离不开孕育它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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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我写得最为艰苦的一本书，自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至今，时光已匆匆过去近十个年头。
那是我的博士论文《林语堂的文化情怀》出版过程中的一个研究设想。
本书之所以如此难产，最主要的原因是刚开始时估计不足，因为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太过复杂，
而我们这一代人又是在忽略、批判、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长大，所以这方面的积累和修养相当
薄弱。
因此，在作《林语堂与中国文化》这本书之前，有一个更为艰难的工作要做，那就是补课，补中国文
化这一课！
而要在短时问内弄懂甚至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谈何容易！
就如同当年林语堂进入北京后，自知不足，而后下定决心“雪耻”，即“恶补”中国文化这一课一样
，我进入了一个全面学习、探讨和思考中国文化的时期。
就像一个迷途的孩子，突然闯进一个童话世界，我既感到惊奇、兴奋、惬意和满足，又有些慌恐、担
忧和焦躁，因为中国文化太具有吸力和魅力了。
我常常离开研究的主题，醉心于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而且有时是越走越远。
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之前我是没有下过工夫的，自从研究林语堂与中国文化这一课题，《
文心雕龙》就成为我的日课，有时一个上午都沉醉于诵读它的声音之中，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部理论体
系精备的著作，它更是一首诗、一个梦、一种美，是茫茫天地问作者用神来之笔划出的一个优雅的弧
线，就如同天空流星之光焰。
又像一个舞姿，它借着天籁与月光的伴奏，在天宇间逍遥自适。
有时我想，也可能我们毕竟有一颗中国心，所以更能贴近孔子的神韵、庄子的情怀、苏东坡的精神和
袁中郎的灵光，而对西方的那些高头讲章越来越失去了兴味。
像寻找水源的人，为一路的鲜花、鸟鸣和蝶舞所迷，结果误了行期，我进入中国文化的殿堂后，这十
年时光基本上是如此！
这十年中我心思不专也是本书一拖再拖的一个原因。
在林语堂研究中，我先后出版了《闲话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家林语堂》、《林语堂的文化选择》
、《解读林语堂经典》、《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林语堂大传》七本著作；在散文研究和创作
方面，我还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文学的命脉》两部论著，《逍遥的境界》、《一生
伴书走天涯——胡适的读书生活》、《天地人心》三部散文随笔集，并编选了《二十世纪中国性灵散
文》、《享受健康》等多部散文集。
可以说，一面是全面丰收的时节，一面又是《林语堂与中国文化》一书无限期的延误。
尽管如此，对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思考我一直没有间断过，一些章节也都是在此期间陆续写成
。
这是一部用时最久、用力最多、用心良苦，而又并非成竹在胸的著作。
往往许多事情就是这样：精心制作的艺术不一定能大获成功，而无意插柳却能成为大片的荫凉。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早晚能得到学界的重视；
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是林语堂研究必须越过的瓶颈。
我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和探索一定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哪怕它就是一块砖、一撮土，也有望能引出充
满光泽的宝玉来。
本想将林语堂与中国学术、林语堂与禅宗、林语堂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都写出来。
如果真能如此，本书就会更为厚实饱满、多彩多姿，因为这些论题也很重要，是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的
组成部分，并且是林语堂研究新的增长点；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也由于篇幅所限，这些问题只能留待
今后了。
好在林语堂研究一直是我的主项，我会更加努力地探讨下去。
本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漳州师范学院也给我提供了出版基金资助，这样才使本书得以出版
，在此对它们深表感谢！
这里，我尤其要感谢王复兴、林继中、黄清河、汤漳平、胡金望、陈煜澜、张桂兴、许晶、陈亚男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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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女士的理解和支持，他们为本书，尤其是为漳州的林语堂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秋风渐凉、时光飞逝，转眼问我研究林语堂已逾十载，在这中间曾受到林太乙、万平近、施建伟先生
的恩泽最多，是他们用过人的胆识和辛勤的劳作铺平了林语堂研究的道路，而我们只需要在上面纵横
驰骋就可以了。
在此，我仅以此书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还要感谢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这是一个生机勃勃、富有雄心壮志的出版社，近些年它影响甚大
，出版了不少颇具影响和价值的学术著作。
宋月华、徐巧燕等女士为本书的出版用力最多，从约稿到设计再到审读和校核，她们都不遗余力，在
此深表感激和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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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语堂与中国文化》资料翔实、视野开阔、见解独到而又论证有力。
更重要的是，它写得直一诚，有着高尚的境界和品位。
其中，既有理性的哲思，又有情感的绽放，还有心灵的感悟，更有生命的飞扬。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很有个性和魅力的一位作家、学人和智者，他的世界性影响远超乎我们的认识甚至
想象。
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林语堂研究一直不为人重视，甚至处于边缘和沉寂的状态。
近些年，林语堂与沈从文、张爱玲一样广受人们的青睐，其研究也开始不断升温。
这是林语堂研究专家王兆胜博士的又一部力作，他积十年研究之功，第一次全面、系统和深入地探讨
了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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