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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其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
明突出的特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文学研究会资料（套装上下册）》收录了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章
程，组织机构，文学主张，与其他社团关系；下册收录了有关文学研究会的评介、回忆文章，大事记
，刊物、丛书目录，及相关研究资料索引，全面反映了文学研究会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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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文学研究会启事文学研究会记事北京文学研
究会总会启事文学研究会会员消息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宣言二、组织机构及会员文学研究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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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序（耿济之）支配社会底文学论（之常）新文学观的建设（西谛）文学与人生（沈雁冰）自然主
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沈雁冰）文学与政治社会（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
（雁冰）文艺的真实性（佩弦）诚实的，自己的话（叶圣陶）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沈泽民）论无产阶
级艺术（沈雁冰）文学者的新使命（沈雁冰）四、关于新文学的讨论及通讯1.关于创作同艇的讨论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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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自然主义同题的讨论自然主义的论战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6.其它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
论对“整理中国固有文学”的讨论五、关于中国文学遗产整理的文章选辑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西谛
）整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见及其他（馥泉）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发端（西谛）我们对于国故应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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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郑振铎沈雁冰）阿志巴绥夫与《沙宁》（西谛）——沙宁的译序（节选）浪漫派的红半臂（节
选）（戈恬著虚白译）现代欧洲文学的革命与反动（英国Calverton著刘穆译）文学及艺术底意义（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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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何稽古右文崇奖文士呢！
这样的态度便是我国自来对待文学者的态度了；附属品装饰物，使是我国自来文学者的身分了！
这种样的感想，我们看中国史时每每要感触著的啊！
这是第一个了。
第二，文人把文学当做一件什么东西？
这也是不待深思便说得出来的。
我们随便翻那个文学者的集子，总可以看见“文以载道”这一类气味的话。
很难得几篇文学是不攻击稗官小说的，很难得几篇文字是不以“借物立言”为宗旨的。
所以“登高而赋”，也一定要有忠君爱国不忘天下的主意放在赋中；触景做诗，也一定要有规世惩俗
不忘圣言的大道理放在诗中。
做一部小说，也一定要加上劝善罚恶的头衔；便是著作者自己不说这话，看的人评的人也一定要送他
这个美号。
总而言之，他们都认文章是有为而作，文章是替古哲圣贤宣传大道，文章是替圣君贤相歌功颂德，文
章是替善男恶女认明果报不爽罢了。
这是文学者对于文学的一个见解。
还有一个绝相反而是不合理的见解，就是只当做消遣品得志的时候固然要借文学来说得意话，失意的
时候也要借文学来发牢骚；原来文学诚然不是绝对不许作者抒写自己的情感，只是这情感决不能仅属
于作者一己的一时的偶然的。
属于作者一己的一时的偶然的，诚然也能成为好的美的文学作品，但只是作者一人的文学罢了，不是
时代的文学，更说不上什么国民文学了。
我国古来的文学大半有这缺点。
所以综合地看来，我国古来的文学者只晓得有古哲圣贤的遗训，不晓得有人类的共同情感；只晓得有
主观，不晓得有客观；所以他们的文学是和人类隔绝的，是和时代隔绝的，不知有人类，不知有时代
！
这便是我们翻开各家集子搜寻他们文学定义时常常要触著的感想了！
这是第二了。
从这两种感想便又带著来了第三个感想：我们中华的国民文学为什么至今未确立，我们中华的文学为
什么不能发达的和西洋诸国一样？
这也不待深思而立刻可以回答的。
这都因我们一向不知道文学和人的关系，一向不明白文学者在一国文化中的地位，所以弄的如此啊！
且慢讲什么是文学和人的关系，先看一看世界文学的进化是经过怎样一个过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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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文学研究会资料(套装上下册)》是国内规模最大、资料最全、内容最
系统的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
丛书收录国家“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研究成果，由最权
威的学者，穷数年心力，从浩如烟海的文献、笔记、访谈、作品中，筛选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汇编
为重要作家的研究资料，重要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和思潮的研究资料，以及包括文学期刊目录、主要
报纸文艺副刊目录等在内的文学书刊资料三个系列，全套丛书共一百余种，现由本社出版发行，以期
嘉惠学林，传诸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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