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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巴山蜀水自然风光旖旎，历史文化璀璨。
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巴蜀故地，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和一代又一代巴人蜀人的筚路蓝缕，形
成了玄妙神奇、博大精深、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四川，乃至中
国的一座极为珍贵的文化宝库。
　　巴蜀文化植根于巴山蜀水，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文化。
自上个世纪40年代初提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以来，随着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三星堆、金沙遗址
等一批颇有影响的古迹相继发现发掘，巴蜀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并陆续在历史文化、考古文化
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推出了一批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学术成果。
这是我省文化事业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瞩目成就。
　　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重视发掘、研究巴蜀文化，大力普及、弘扬巴蜀文化，既是结合我省实际、认真实践“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文化生活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
切需要；既是发展繁荣我省文化事业、建设文化强省的有机内容，也是加强和推进我省精神文明建设
、振奋广大干部群众精神的重要途径。
为此目的，省政府组织参事、文史馆员等一批学有专长的老专家、老教授编写了《巴蜀文化走进千家
万户》丛书。
这套丛书涵盖了巴蜀文化的起源与传承、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科学技术、民风民俗、名都名城名人
等诸多方面，史实准确，文字精练，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对普及、宣传和弘扬巴蜀文化，具有积极
重要的作用。
相信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从中领略到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弘扬巴蜀文化，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又要大力开展宣传普及工作。
坚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
希望全省学术研究和文化界的同志始终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
于时代和人民的文化精品，为推动我省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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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陈铨走进了学术界和大众评论的视野。
　　陈铨何许人，有何业绩？
年轻朋友面对这个陌生的名字，自然会发出不解的疑问。
陈铨！
不是“战国策派”骨干，那个反动作家吗？
他那歌颂“汉奸”、“特务”，宣扬“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剧本《野玫瑰》不是被批透、批臭，
被钉在现代文学史的耻辱柱上了吗？
难道被拨乱反正——平反了？
而从抗日战争走过来的人则更多的是惊叹：对啦！
历史终归恢复了本来面目，既然承认国民党军队参加过抗日，且是正面战场的主力，那颂扬国民党军
队特工锄奸抗日的话剧《野玫瑰》怎么会是汉奸、特务文学呢？
　　既然话闸打开，那就得从头说起。
这对我们了解《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第4辑）：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陈铨》主人公抗战时竭力
倡导民族主义文学、积极创作弘扬民族意识戏剧不无助力，或者说是人门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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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序言第一章 陈铨概说：清晰的一生与沉重的二十年一、从传统出发二、清华才子三、留学美德学
贯中西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构建民族主义文学五、沉重的二十年第二章 陈铨与“战国策派”的
前因后事一、“战国策派”出台前后及主张二、“战国策派”遭遇大批判：“三套马车”被颠覆三、
民族主义文学：陈铨的政治抱负与文学理念四、“战国策派”的文化反思第三章 陈铨的戏剧研究及抗
战时期戏剧创作综述一、陈铨的戏剧研究及戏剧理论探微二、牺牲儿女私情献身国家民族——陈铨抗
战时期戏剧创作浅析第四章 《野玫瑰》风波及历史伤痕一、《野玫瑰》素材及创作动因二、情节、人
物、主旨三、《野玫瑰》出台的时代背景四、两军对垒、各执一端：奖励与批判五、《野玫瑰》主演
秦怡等“罢演”始末六、阳翰笙与《野玫瑰》七、难以愈合的历史伤痕第五章 新世纪的期许陈铨生平
创作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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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清华才子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陈铨是读私塾时间较长的一位。
他读到11岁才进县立高小。
由于他聪颖过人，三年就读完小学，以优异成绩考进省立第一中学。
只读了两年，就考进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全省只考取5名）。
到美国留学，两年获硕士学位，到德国不到三年就拿到博士文凭。
这固然是天赋所赐，但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增强了他的理解力，而在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时打下的英文
底子也是其速猛精进原因之一。
在一中时，他认识了同班同学阳翰笙：一个热心社会活动、随着“五四”思潮前进的激进青年，终因
闹学潮被开除，后成了职业革命家。
而他呢？
埋头奋读，留学进修，立志科学救国、振兴民族，最后成了拼力宣扬民族主义文学的教授作家。
　　1921年，18岁的陈铨进入清华学校，很快得到名教授吴宓的赏识，参加吴宓主持“学衡派”的一
些活动，为其杂志撰稿，后任编辑。
与川人贺麟和张荫麟常出入吴宓家，被称为“吴门三弟子”。
除吴宓外，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对他影响特深。
王国维早年运用叔本华哲学理念阐述《红楼梦》，把《红楼梦》归结为一部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具有悲
剧精神的小说。
陈铨接受了这一观点。
初步接触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与他多愁善感的少年情怀合拍，无意中进入一个悲观主义世界，在
稍后写的长篇小说《恋爱之冲突》里有鲜明的表现。
　　清华就读期间，除吴宓、王国维外，其他国学大师陈寅恪、赵元任等对陈铨也有直接影响，他们
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以及学术见地都潜移默化地溶人他的心中。
由于他有厚实的旧学基础，进入国学氛围浓郁的清华园简直如鱼得水。
他先后在《清华周刊》、《学衡》杂志发表一些文章。
在文论方面，与张荫麟、钱钟书、李长之并称为“四才子”。
　　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的补习性质学校，英语基础要求严
格，有的课用英语教学。
陈铨仗着在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时打下的英语基础，很快适应教学，还翻译了《无情女》等多篇译作。
清华七年，初步使他形成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价值观。
　　三、留学美德　学贯中西　　1928年，陈铨进入美国欧柏林大学学习英语、德语和文学，只两年
时间就完成五年学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由于对尼采、叔本华的痴迷，德国成了他向往的地方。
几经申请，获官方批准，于1930年进入德国基尔大学，主修德国文学，辅修英文、哲学，师从著名的
黑格尔研究专家理查德·克罗纳尔。
1933年夏天，转柏林大学深造，在大量搜集素材的基础上撰成博士论文《德国文学中的中国纯文学》
（后更名《中德文学研究》），顺利获博士学位。
这篇论文全面考察了中国文学对于德国文学在小说、戏剧、诗歌方面的影响，是中德文学比较研究的
开山之作，奠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基础。
在进行中德文学研究的同时，陈铨花大工夫钻研黑格尔，并加入德国“青年黑格尔学会”，对叔本华
、尼采的研究也逐步引向深入，并开始考虑用尼采的思想来解决千疮百孔的“中国问题”。
在德国留学时写的长篇小说《死灰》（1935年出版）就是彼时的思想缩影：中国留学生萧华亭在与德
国女郎冷荇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流韵事上表现出“儿女气”的同时，又接受了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性格
中注入了“大丈夫”气概。
其意图是治愈孱弱的国民性需要尼采哲学，这是一剂健全民族性格的药方，想以此使中国“死灰复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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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尼采并不陌生，新文化的先驱们，如鲁迅、郭沫若等都高扬个人主义旗帜，以其“偶像破坏论
”做武器向封建统治的礼教宣战。
这里，陈铨是对尼采思想的另一种接受，即以民族主义思潮对尼采建设性思想的借鉴。
可以说，在德国的三年零四个月，陈铨的思想体系基本形成，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和观念深入到了他的
血脉中。
从早期的个人主义走向了民族主义；从对王国维、叔本华的热情转向对尼采学说的信仰，成为他20世
纪40年代以后主要的思想武器。
1940年9月，他在《战国策》第12期上发表的《尼采的道德观念》明确指出，尼采“不但破坏，而且建
设”，“尼采认为人生不是求生存，乃是求权力，支配人生一切的，不是生存意志，乃是权力意志”
，那么“处在现在的战国时代（指抗战时期），我们是依照传统的‘奴隶道德’还是接受尼采的‘主
人道德’，来作为我们民族人格锻炼的目标呢？
”显然，陈铨的答案是后者：尼采的道德观是强者的道德观，即提倡勇敢、创造、强力的道德观。
此说虽有偏激之嫌，但就其出发点还是为了振兴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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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的抗战文学，其相对的客观标准是：作品是否符合特定社会、民
族与大众的精神需求，以及共同关注的问题和共同的愿望；是否是国家民族、人民大众普遍的价值取
向。
　　本着这样的观点，《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第4辑）：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陈铨》笔者试图
通过考察陈铨的身世及其与“战国策派”的关系、其所持的文化哲学理念，进而考察他在抗战时期所
写《野玫瑰》等一系列戏剧的旨意及《野玫瑰》风波的前因后事，试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陈铨讨
个稍微公正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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