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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
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
的求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
“学之大者，国之重器”。
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
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
她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
索历程和风采。
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
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10种，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
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
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冯至自选集-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

作者简介

　　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字君培，河北涿县人。
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鲁迅先生曾称誉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新诗创作。
192；5年起先后参加和发起组织浅草社和沉钟社，编印《沉钟》杂志和《沉钟丛刊》。
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文系，出版了第—部诗集《昨日之歌》。
1929年赴德国留学，研究文学和哲学并获博士学位。
1955年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兼附设高级中学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德语教授，直到抗战胜利。
1946年返回北平，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致力于翻译、教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并坚持创作，曾担任北京大学西
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会长等职。
曾于1980年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研究院聘为外籍院士；于1981年被联邦德国麦菌茨科学文学
院、1986年被奥地利科学院聘为通讯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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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版自序自传上卷杜甫和我们的时代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从“长安十载”到“夔府孤城”《杜甫诗
选》前言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论杜诗和它的遭遇日文版《诗人杜甫》序谈《儒林外史》评福兰阁教授
的李贽研究中国文学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从《古文观止》谈中国散文的特点论历史的教训批评与
论战新文学初期的继承与借鉴要慎重使用西方的文学术语纪念鲁迅要扩大鲁迅研究的领域《花城袖珍
诗丛》总序欣慰与“困惑”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李广田文集》序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
构的一点意见下卷读歌德诗的几点体会⋯⋯冯至主要著译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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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　　四五年来，因为爱读杜甫的诗，内心里常有一个迫切的愿望，想更进一
步认识杜甫这个人。
当然，从作品里认识作者，是最简捷的途径，用不着走什么迂途，并且除此以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道
路。
但我们望深处一问：这诗人的人格是怎样养成的，他承受了什么传统，有过怎样的学习，在他生活里
有过什么经验，致使他，而不是另一个人，写出这样的作品？
这些，往往藏匿在作品的后面，形成一个秘密，有时透露出一道微光，有时使人难于寻找线索。
这秘密像是自然的秘密一样，自然科学者怎样努力阐明自然，文学研究者就应该怎样努力于揭开这个
帷幕。
　　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个的有机体来研究，把诗人的生活作一个详细的叙述，一方面帮助
人更深一层了解作品，另一方面——如果这研究者的心和笔都是同样精细而有力——使人纵使不读作
品，面前也会呈现出一个诗人的图像。
这工作，在欧洲18世纪时业已开端，19世纪后半叶已经发展，如今，用分析方法的也有，用综合方法
的也有，只着重诗人内心变化的也有，认为客观环境是作品先决条件的也有，材料不辨真伪剪裁堆积
得像一部长篇的也有，别具匠心写得像一部动人的文艺作品也有，总之，这门工作的成绩已经蔚然可
观，不只是第一流的诗人，就是第二流第三流的诗人也进入这些研究者的视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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