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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简介

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年）原名寿彭，改名复，初字半侬，后

改半农。江苏江阴人。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时曾任革命军文书。

后写过旧体小说。１９１７年成为《新青年》重要撰稿人，是新文

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１９２０年赴欧留学，研究音韵学。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继续从事杂文著作。

作品自然洒脱、幽默风趣。主要著作有《半农杂文》、《半

农杂文二集》等。

刘半农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的文

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他一生追求真理，１９１７年在《新青

年》上发表了许多震惊文坛的进步论著，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

位“斗士”和“闯将”。他是白话诗歌的拓荒者，现代民歌研究

的带头人，具有开拓精神的杂文家。他又是我国语言学及摄

影理论奠基人，是我国第一个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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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学家。

刘半农离开辅仁大学后，先后担任过北平大学女子文理

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等职。１９３４年夏，他赴内蒙古进行

语言学的调查研究工作，感染回归热，返回北京不久即病逝，

时年仅４４岁，学术界、教育界无不痛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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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上承古代、近

代文学，下启１９４９年之后的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

重要的发展时期。其突出的特点是用现代文学语言及文学形

式，表达当时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追求以及

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轻轻地推开中国现代文学之门，一阵现代白话的清新之

风拂面而来。她一扫骈文八股整齐划一的晦涩与沉闷，开始

在现代生活的黑白琴键上弹奏出自由潇洒、铿锵有力的旋律。

在这里———我们可以和朱自清品赏荷塘月色的美景；可以向

鲁迅探讨投枪匕首的锋芒；可以同闻一多吟颂凝重诗歌的豪

迈；可以与徐志摩体会康桥话别的感想。我们从中可以清晰

地看到以“左联”阵线为主的广大作家、评论家关注民族存亡、

揭露黑暗社会的责任感、进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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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文

学存在着深刻的血肉联系。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涌现

出一大批富有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特色的作家和作品。

他们所创造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许多已编入大、中、小学的教

科书，并且成为现代民族语言的典范，为中国与世界文学宝库

增添了新的内容。

然而，时代转身的脚步急促踉跄，许多作家与作品虽石破

天惊，却终因社会生活幕换景移，过早地归沉于历史的深渊。

为此，我们经过精心选择，收集了中国现代文学代表作家中的

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每人汇成一集，分则可见某一作

家创作的基本风格和实绩；合则可以总揽现代文学创作的总

体成就。

期望年轻的读者能够重新发现进而体会那一段沉重的血

与火的历史，从而担负起构建和谐社会、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

使命！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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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中国民歌

现在我从英国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Ｌｅｌａｎｄ所著

的Ｐｉｄｇ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ｉｎｇ－Ｓｏｎｇ一部书里，译

出短歌五首，算是对于海外的中国民歌，做一

个初次的介绍。希望经此介绍之后，能有海

外的热心同志，将同样的歌词调查到了寄给

本会（北大歌谣研究会）。

所谓Ｐｉｄｇ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意译应当是“贸

易英语”，因为ｐｉｄ－ｇｉｎ是英语Ｂｕｓｉｎｅｓｓ一

字的转音。但在上海，大家都叫做“洋泾浜

话”。据说当初这一种话，是洋泾浜里的撑船

的和外国人交际时说的，故有此名。现在洋

泾浜已经填去了，说这话的，也已由撑船的变

而为包探，买办，跑街，跑楼之类，所以洋泾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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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一个名词，只是纪念着历史上的一件事实罢了。

在发生洋泾浜话一个名词之前，在南洋方面，必定还有一

个更早的名称。这名称我不知道。但记得三年前在伦敦，看

见英国博物院书目中有一部书叫做《华洋买卖红毛鬼话》。亦

许这“红毛鬼话”，便是比洋泾浜话更早的一个名称了。

这种话的构造，用字与文法两方面，都是华洋合璧，而且

都有些地域性的。因为上海的洋泾浜话，上海语的分子很多；

南洋的红毛鬼话，就是广东语的分子较多。又在前者之中，洋

话分子，几乎全是英语，难得有一些法语；在后者之中，虽然英

语也占很大的势力，却是法语、葡萄牙语、印度语、马来语等都

有。但有一句话很可以说得：浜话虽然不同于鬼话，却决不是

上海人与英国人直接合造的，一定是先由鬼话中传来，后来再

受到了上海的地域影响，因为有许多字，如吃之为ｃｈｏｗ－

ｃｈｏｗ，助字之用ｍａｋｅ，发语词或泛用动词之用ｂｌｏｎｇ，过去词

之用ｌｏ，都很别致，却是两种话里所共有的。

这种语言，一定有许多人以为可笑，不足道。但在言语学

者，却不能不认作有趣有用的材料。安见从这种可笑的东西

里，不能在语言心理上，或语言流变的哲学上，或变态语言上，

发现出很大的道理来呢？但现在我只是要介绍民歌，不能愈

说愈远了。Ｌｅｌａｎｄ这本书，名目就定得很轻薄；书面上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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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掉着大辫的中国孩子打大锣，更觉可恶。可是内容并不坏，

所收歌词有二十二章，故事有十二节；《导言》和《告读者》两短

文，和末了的两个字汇，也都很有用处。我最恨的是近二三年

中有几个伦敦的无赖文人，专到东伦敦唐人街上去找材料，做

诗做小说，做的真是只有上帝能宽恕他！像Ｌｅｌａｎｄ，他虽然

轻薄，究竟还做了些有用的事；而况他已经死了，我们可以不

必计较了。

Ｌｅｌａｎｄ书中，注释不算太少，但总觉得不充足，所以我现

在所译的，只是最短而且最容易看得懂的几首。便是如此，中

间也还有些不甚了然的地方：这是应当向读者道歉的。

后文注释中，凡不能拟为何义者，用？号；姑拟为某义，而

未能决定者，于所拟之字后，加？号；助字无关于语句之机能

者，用○号。〔歌一〕小小子儿小小子儿，坐屋角，吃年糕。年

糕里，吃出干葡萄，“好呀！我这小子多么好！”ＬＩＴＴＬＥ

ＪＡＣＫ　ＨＯＲＮＥＲ（小小子儿）小（小孩名）Ｌｉｔｔｌｅ　Ｊａｃｋ　Ｈｏｒｎｅｒ，

坐里角 Ｍａｋｅｅｓｉｔ　ｉｎｓｉｄｅ　ｃｏｒｎｅｒ．吃那圣诞糕Ｃｈｏｗ－ｃｈｏｗ　ｈｅ

Ｃｌｉｓｍａｓｐｉｅ，他放里面？Ｈｅ　ｐｕｔ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ｕｍａ，已找到一干葡萄

Ｈａｂ　ｃａｔｃｈｅｅｏｎｅ　ｐｌｕｍ，（惊喜词）怎么一好小子我“Ｈａｉ　ｙａｈ！

ｗｈａｔ　ｏｎｅ　ｇｏｏｄ　ｃｈｉｌｏｍｙ！”〔歌二〕老鼠有一只老鼠，硬要拉出

一只钉来。他来说：“我看见了怎么个大尾巴！”“可是我现在



６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经
典
收
藏
馆

拉了出来了，这东西没有用，不好。只是块旧铁，不是好吃的

东西。”要是人费了功夫，做麻烦的笨事，那犹如是把你———

呸！那竟是老鼠拉钉啊！ＴＨＥ　ＲＡＴ（老鼠）有一次一只老鼠

Ｏｎｅ－ｔｉｍ　ｏｎｅ　ｐｉｅｃｅｅｌａｔ拉硬要取出钉Ｐｕｌｌ　ｈａｒｄ　ｔｏ　ｃａｔｃｈｅｅｎ－

ａｉｌ，而且说当他来 Ａｎｄ　ｔａｌｋｅｅ　ｗｈｅｎ　ｈｅ　ｃｏｍｅ：看见怎么个大

的尾“Ｌｏｏｋ－ｓｅｅ　ｗｈａｔ　ｌａｒｇｌｙｔａｉｌ！但是现在我取出Ｂｕｔ　ｎｏｗ

ｍｙｇｅｔｔｅｅｏｕｔ这东西无用不好Ｔｈｉｓ　ｔｉｎｇ　ｎｏ　ｇｏｏｄ———ｎｏ　ｈｏｗ

一块旧铁Ｏｎｅ　ｐｉｅｃｅｅ　ｏｌｏｉｒｏｎ不是好吃Ｎｏ　ｂｌｏｎｇｅｙｇｏｏｄ　ｃｈｏｗ

－ｃｈｏｗ．”譬如人失去时光Ｓｕｐｐｓｅｙｍａｎ　ｌｏｓｅ　ｔｉｍｅ在一个长

的笨的事 Ｂｏｕｔ　ｏｎｅ　ｌｏｎｇ　ｆｏｌｌｏｔａｌｅ．他把你在呸 Ｈｅ　ｔａｋｅｙ－

ｏｕｉｎｐ’ｈｏ！那全是老鼠和钉Ｉｔ　ａｌｌ－ｓａｍｅ　ｌａｔ　ａｎｄｎａｉｌ．〔歌三〕

两个法国人在广州街上走，看见一家古玩店，是头等第一的好

店。中国人把种种道地的东西给他们看，中间有一只描金的

鸟，头上是镀金的，也做着翅膀，可以飞得。法国人看见了鸟，

说法国话：“Ｏｉｓｅａｕ”，中国人以为法国人问的是“Ｗｈｙ　ｓｏ？”，

他不懂法国话，所以他用英国话告诉他们：“Ｗｈｙ　ｓｏ？－ｍａ－

ｋｅｅｓｅｌｌ．”一会儿那金漆匣子的鸟都叫了。法国人又说：

“Ｏｉｓｅａｕ．”中国人听见了，还以为他是不错的，所以原是说那

一句话：“Ｗｈｙ　ｓｏ？－ｍａｋｅｅｓｅｌｌ．”法国人以为他学到了一个

中国字了。他告诉他朋友，中国话里的鸟，叫做 Ｍａｋｉｓｅ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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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ＩＳＥＡＵ（鸟）有一次两个法国人行走在广州 Ｏｎｅ－ｔｉｍ　ｔｗｏ

Ｆｌｕｎｓｅｅ　ｗａｌｋｅｅｉｎ　Ｃａｎｔｏｎ，看见一个古玩店头等的店第一

Ｌｏｏｋ－ｓｅｅｏｎｅｐｅｉｃｅｅｃｕｌｉｏ－ｓｈｏｐ———ｆｉｒｓｔｓｈｏｐｎｕｍｐａｏｎｅ，中

国人他示与他们种种道地的东西Ｃｈｉｎａｍａｎ　ｈｅ　ｓｈｏｗ‘ｕｍａｌ－

ｌｏｐｕｋｋｈａｔｉｎｇ．鸟描金的（？）上头镀金的（？）做飞用翅膀Ｂｉｒｄ－

ｅｅｐａｉｎｔ　ｔｏｐ－ｓｉｄｅｐｌａｔｅ———ｍａｋｅｅｆｌｙｗｉｔｈｗｉｎｇ．法国人看见鸟

法国话说鸟（法语）Ｆｌｕｎｓｅｅｌｏｏｄ－ｓｅｅ　ｂｉｒｄｅｅ－Ｆｌｕｎｓｅｅｔａｌｋ

“Ｏｉｓｅａｕ”；中国人他以为法国人问怎么的（英语）Ｃｈｉｎａｍａｎ

ｈｅ　ｔｉｎｋｅｅＦｌｕｎｓｅｅａｓｋ“Ｗｈｙｓｏ？”他不知道法国话所以他告诉

Ｈｅ　ｎｏ　ｓａｖｖｙ　Ｆｌｕｎｓｅｅｔａｌｋ，ｓｏ　ｈｅ　ｍａｋｅ　ｔｅｌｌ与他们用那英语怎

么的卖的Ｔｏ‘ｕｍ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ｈｙ　ｓｏ？———Ｍａｋｅｅｓｅｌｌ”

一会儿在上漆器匣子一切的鸟叫Ｂｙ‘ｍｂｙｏｎ　ｌａｃｋｅｒ－ｂｏｘ　ａｌｌ

－ｓａｍｅ　ｂｉｒｄｅｅ　ｐｌａｙｉｎ法国人看见它说鸟又Ｆｌｕｎｓｅｅ－ｍａｎ－

ｌｏｏｋ－ｓｅｅｉｔ，ｔａｌｋ“Ｏｉｓｅａｕ”ａｇａｉｎ，中国人他听见了以为他知道

不错Ｃｈｉｎａｍａｎ　ｈｅ　ｈｅａｒ－ｌｏ———ｔｉｎｋ　ｈｅ　ｓａｖｖｙ　ｗｅｌｌ，所以说原

是那事怎么的卖的Ｓｏ　ｔａｌｋｅｅ　ａｌｌ－ｓａｍｅ　ｐｉｄｇｉｎ“Ｗｈｙ　ｓｏ？－

ｍａｋｅｅｓｅｌｌ”法国人以为一定（？）他已习（？）字Ｆｌｕｎｓｅｅ　ｔｉｎｋｅｅ

ｓａｒｔｉｎｈｅ　ｈａｄ　ｌａｒｎｅｅｗｏｒｄ，告诉那朋友那（ｍａｋｅｅｓｅｌｌ的音）是

中国当作一鸟Ｔａｌｋ　ｈｅ　ｆｌｉｎｔ’ｈａｔ　ｍａｋｉｓéｌｂｅ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ａｂｉｒｄ．〔歌

四〕鸽子鸽子做窠，做在庙宇顶上，高得和天一样。一只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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