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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50多年来，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著名学者，也出版了诸
多可以预期传世的学术力著。
2003年，我在为庆祝文学研究所成立50周年而编选的《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前言中对此有所描述。
当然，那还只是一部50年论文选集，而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则是50年的
论著辑要。
第一辑主要收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所同仁集体编著译介的著作，凡7种30册，可与《文学
研究所学术文选》相得益彰，从整体上展现文学研究所50多年来学术研究的风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风起云涌，波及到学术界，就是各种形式的学术论争此起彼伏。
譬如1954年开始的关于《红楼梦》和陶渊明的大讨论，1955年开始的关于《琵琶记》、李煜及其词的
大讨论，1958年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大讨论，1959年关于
蔡文姬和《胡笳十八拍》的论争以及关于诗歌形式的大讨论，1960年前后展开的“关于文学上的共鸣
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以及关于题材问题的大讨论等，都在共和国初期的学术探索中留下可资
记忆的足迹。
一在这些学术论争中，文学研究所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为了更好地主导这些学术活动，当时的老所长何其芳同志曾提出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十年内全
所要完成七项任务，包括：研究我国当前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经常发表评论，并定期整理出一些资料
；研究并编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编选出一些中国文学的选
集和有关文学史的参考资料；在外国文学方面，研究各主要国家的文学，并将研究成果按照时代编出
一些论文集，作为将来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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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文学研究所组织余冠英、钱钟书和范宁等著名学者编写的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古代文学史
，上迄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下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恰
当地评价了古代的作家和作品，对学术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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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中国原始社会的文学第一节中国原始社会的文化和文学艺术的起源在我国富饶美丽的土地上，
五十万年前的猿人已经开始使用打制的石器，并且发明用火。
到了五万年前，我们祖先的形态已进化到和现代人一样，他们学会了用骨针缝制皮衣服，用砾石、兽
齿、介壳等作装饰品。
氏族社会逐渐形成。
又经过漫长的年代，进人了新石器时期，这就是相传的神农、黄帝、尧、舜等时代。
《尚书》里面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尧、舜时代选举部落联盟首领的情形。
相当于传说中的这个时代，我国产生了辉煌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近几十年来发掘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遗址中，除发现大量的磨制和打制的石器外，最突出的发现是
陶器。
龙山文化比仰韶文化晚，已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
仰韶文化陶器许多都很精美，它们有的绘着优美的几何形装饰花纹，有的绘着绳纹、网纹、棋盘纹、
篱笆纹和垂幛形纹组成的图案，有的绘着鱼、鸟、鹿等动物形象，有的绘着人形。
龙山文化陶器大量用轮制法，绘画方面虽然没有什么发展，但在形制方面改进很大，它们大都有用以
系绳或手持的鼻，有的还有倾水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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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中国文学史(套装全2册)》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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