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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  论   

一  思想和语言——一个文学界说

二  语言和文字——所谓文言

三  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

四    文人的职业

五  文学的环境“全”的意义

六  文体之演化

七  文人的天才

八  工具的和艺术的

九  论文艺批评之无意义

十  翻译

十一  史料论略。

十二  泛论中国古代文学

第一篇  殷商遗文

一  汉文起原之一说

二  殷文书之直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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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殷文书之间接材料

第二篇  著作前之文学

一  殷周列国文化不是单元之揣想

二  西周的时代

三  周诰金刻文附

四  泛论“诗”学  《周颂》附韶武说《大雅》

五  《小雅》和《鲁颂》、《商颂》

六  三百篇之文辞

七  《周易》

八  何为“东周”  东周的分期

九  《周南》、《召南》和《国风》

十  “史”断烂朝报的春秋观

十一  私家记言文的开始《论语》

十二  《国语》记事文的开始附论《文侯之命之》及《秦誓》

十三  不风不雅的诗体由老子到荀赋

十四  子家与战国的时代

十五  不著述的子家分论

十六  《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秦前文籍表及考证存疑

十七  《世本》、《战国策》问题  《竹书纪年》问题附

十八  方技书

十九  最早传疑文人  屈原、宋玉、景差

二十  著作之开端

第三篇  著作大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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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论荀卿

二  秦皇与李斯“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三  论汉承秦绪

四  黄老刑名阴阳五行儒术之三角的相克相用

五  楚辞余音

六  上书和作赋

七  贾谊

八  汉赋体之大成

九  《吕览》之续《淮南子》

十  西汉盛时文人在社会中之地位  以东方朔、枚皋为例

十一  儒林

十二  汉武帝

十三  司马迁

十四  五言诗之起源

十五  汉乐府

十六  刘向

十七  扬雄

十八  所谓古文学

十九  泛论八代之衰

这一科目里所讲论的，起于殷周之际，下到西汉哀平王莽时。

别有补讲若干篇，略述八代时新的方面，和唐代古今文学之转移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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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断代的办法，或者需要一个很长的解说，才可不使人觉

得太别致，但将来全部的讲义写完，才是把这样断代的意思写完，

现在只能说几句简直的话。我们总不便把政治的时代作为文学的时

代，唐朝初年的文学只是隋朝，宋朝初年的文学只是唐季，西汉扬

子云的古典主义和东汉近，反和西汉初世中世甚远；东汉的文章又

和魏晋近，和西汉远。诸如这样，故我们不能以政治的时代为文学

的时代。若不然者，不文的汉高祖，成了我们分别时代的界限，岂

不支离？即便把秦始皇之年作为断代所据，我们也还免不了感觉秦

之李斯实是战国人，战国之荀卿却实是在思想上为秦之开端者，即

汉代初年吴、梁诸王客依然是战国风气。文学时代之转移每不在改

朝易代之时，所以我们必求分别文学时代于文学之内，不能出于其

外，而转到了政治之中。以这层意思为标准，则我们断代的宗旨如

下所说。第一，以自殷商至西汉末为古代文学之正身，以八代为古

代文学之殿军者，正因周汉八代是一线，虽新文学历代多有萌芽，

而成正统大风气之新文学，至唐代方才见到滋长。例如从韵文一边

说，七言诗，新乐府，绝句，词，曲，杂剧，传奇；从散文一边

说，文言小说，俚言小说，以开宋之平话，明清之长篇小说者，又

若纯在民间的文学，如流行的各种唱本弹词（这些里面尝有绝好的

文章，惜未整理过，我们现在看去，觉得披沙拣金之苦）。乃至尚

未著文的传说歌曲。或者我们将来得见的材料多了之后，也可以在

八代中为这些东西找到一个远端绪。不过这些东西，除七言及新乐

府以外，到底在八代后才能大体滋衍，至少我们现在所得见到之材

料如此。使近代文学成就得以异于古代者，是这些东西，不是八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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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文及其继续者，摹拟八代的五言诗、西昆、西江、三杰、前后

七子等等。因为学古文摹古诗至多做到了古人之后劲；若新的端

绪，新的生面，必用新体，必有异于古的感觉及理想，方才可以别

开世代。我们既以这些色彩标别近世，则古代断代应在唐世。时间

是自然的，断代是不自然的，所以不同世代的换移，尝经好几百

年，才见得完全成就了。若果有人问我们断自何年，我们只好说无

年可断。分别时期之时，还应标明时期不能分别之意。

至于以古代文学之盛，断自哀平王莽，而以其下之八代为

“乱”者，乃因周秦西汉是古代文学的创作期，八代之正统文学则

不然（此处所谓八代指东汉至隋，西汉不在内。苏子瞻称昌黎“文

起八代之衰”者，正如此意也）。扬子云而前，中国只有文学，没

有古文，虽述作并论，究未若东汉魏晋六朝之正统文学中典型观念

之重。八代的东西若不是有自民间而上达的五言诗及乐府，和佛教

的影响，恐怕竟没有什么可以说是这时候自己创造的东西；而骈文

律诗，都是典型文学中（俗译古典文学）之极端趋势，翻新花样而

已（骈文律诗之为典型文学，待后论）。骈文家之李申耆固认八代

为周汉之流裔，而古文家自韩退之而后，都抹杀八代，八代之所以

为八代，与其所以不为周汉者，正以他实自周秦盛汉出来，而不

能平空另起一线（五言诗等除外，但五言到晋宋以后，典型既成，

与文同趋矣）。试看自扬子云开始，求整，用古，成为文学之当然

风气。文章愈趋愈骈，直到庾子山晚年的赋，唐四杰的文辞，差不

多是一个直线。若长篇著作，也是愈后愈觉形式先于骨肉，在文风

上都是向“文笔”之分一个作用上进化。我们可以说这是进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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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欢喜这个；也可说是每况愈下，假如我们不欢喜。转看周秦

西汉，头绪繁多，作体自由，并不见有限制自己的典型。以这个理

由，八代但可为周汉之殿。

至于周秦西汉之中，又分“著作前”、“著作大成”两时期

者，乃因春秋及战国前半之文书，官籍而外，记言而已，方技而

已。虽国语在这个时期内成就，但这书究竟还是记言文之引申，敷

衍文词者多，记录成事者少，当不同于楚汉春秋之多历史性质。若

诸子之文，前期但记言，至荀卿、吕不韦、韩非等方才据题著文，

抽象成论（《史记》明谓荀吕等始作）。且著作前期有文学而无文

人，“奚斯颂鲁”之说，既不尽可靠；《小雅》中又只有一篇标作

者。楚词宋赋既不消说是和汉赋为一气，而远于战国前半的文学，

且又是指名作者之文学；著作出来，文人出来，自然必是开新世纪

的事。

不过我们究竟不要把分期一件事看得太固执了，譬如八代为周

秦西汉文学之殿，本不能包括五言诗而论，即盛于唐代的七言诗也

是造胎于八代的。由一个观念可以这样分，另由一个观念可以另一

样分，这里分时期本不是作科学的计量，只是愿将一切看来好像散

漫的事实，藉一种分时期法，略使我们看得一种比较扼要的“视线

形”（Perspective）而已。

十六年十月拟目，十七年十月改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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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研习文学，第一要避免的，是太着重了后来人的述说，

批评，整理的著作，以及叙录的通书，而不着重原书。诸君假如仅

仅细心的读完了一部书，如《诗经》，或《左传》，或《史记》，

或一大家的诗，都比读完一切近年来文学史的著作好；又如把楚词

的章句故训详细校读一遍，自己会有一种见解，便也用不着别人的

教科书。所以文学史之用，断不是以此代替读专书，恰恰反面，乃

是刺激人们去分读专书的。不过，我们虽知道专书的研究是根本工

夫，而但能分读专书不知联络的人，也常常免不了“鄙陋”，把这

个名词翻成近代话，“乡下人气”。所见不广，不知道文学因时因

地的变迁和联络，就要“坐井观天”了。讲文学史一科之意就是这

样。

我们写文学史时，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诸史《文苑传》及其他

文人传集起来，加上些别的材料，整理成一部郑夹漈所谓通志中之

一志，这样子的一个“点鬼簿”，不是不可以做的，也可以做得很

精细的。或者把各时代的文学评论集起，依时排列，也可成一部很

好的记载。不过，我们觉得文学之任务当不止于这样编辑的工夫，

我们现在的要求是以讲说引人作学问，不是修书。一时想到，作文

学史应该注意下列三项工作。



12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第一，因为文学史是史，他和史之别的部分之分别，乃因材料

不同类而分开题目去作工：要求只是一般史学的要求，方法只是一

般史料的方法。考定一书的时代，一书的作者，一个事件之实在，

一种议论的根据，虽是文学史中的问题，也正是通史中的事业。若

是我们把时代弄错，作者弄错，一件事之原委弄错，无限的误谬观

念可以凭借发生，便把文学史最根本的职务遗弃了。近代中国的语

言学和历史学，开创于赵宋(说详后)，近三百年来成绩很大，最近

二十年中，尤有若干新观点，供我们这一项的考定知识之开拓。这

一类的工夫是最根本的工夫，即是我们谈文学史的第一个要求，若

这一条任务举不起来，其他的工作没有附丽的所在。

第二，我们看，若干文体的生命仿佛像是有机体。所谓有机

体的生命，乃是由生而少，而壮，而老，而死。以四言诗论，为什

么只限于春秋之末，汉朝以来的四言诗做不好，只有一个陶潜以天

才做成一个绝无对偶的例外？为什么五言起于东汉的民间，曹氏父

子三人才把他促成文学上的大体制，独霸了六朝的诗体，唐朝以后

竟退居后列，只能翻个小花样呢？为什么七言造胎于八代，只是不

显，到了李杜才成大章法，宋朝以后，大的流变，又穷了呢？为什

么词成于唐，五季北宋那样天真，南宋初年那样开展，吴梦窗以后

只剩了雕虫小技呢？为什么元曲俗而真，粗而有力，盛明以来的

剧，精工上远比前人高，而竟“文饰化”的过了度，成了尾大不掉

的大传奇，满洲朝康熙以后又大衰，以至于死呢？为什么屈宋词赋

变到成了汉朝的大篇章之赋遂没有了精神呢？就是这些大文体，也

都不像有千年以上的真寿命，都是开头来自田间，文人借用了，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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