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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发轫期，研究的日臻成熟期。
小书选取的就是这一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十八篇文章，以随笔的形式总结它们的研究经验，而且也参
与到对研究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来，直接解读作品。
不求甚解，自有我本人对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研究文章知之难、解之更难的感慨之意在，但是更主
要的还是要表明，面对一般读者阅读经典，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采取的研究态度。
　　好读书，不求甚解，本来是陶渊明的一种人生态度，并不是什么读书的方法。
如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五柳先生的读书“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在一种不经意中
的发现和所得。
前者是在不经意中心灵与自然交会，后者则是不经意间人与书的会意。
这些都是陶渊明在日常生活中对人生的一种体悟：人既然皆在大化之中，就应不拘执什么，不苛求什
么，不过望什么，一切皆任其自然，这样才会有人与自然、人与书的零距离接触，才会达到欣然忘食
的境界。
我想这应该是陶渊明写这句话的初衷吧。
　　但是后来的人们却把这样的一句话，坐实成读书的方法，而且有了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解释。
鲁迅的《伪自由书》中有《不求甚解》一文，此杂文自有其弦外之音，意不在求解这句话本身的含义
。
文中引了他的老师对这句话的讲解：“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
这应该是最接近于两晋和南朝人读书状况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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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民国时期中国古代研究论著为言说对象，共18篇，每篇结构一致，前为作者品评，后附原文。
作者考察的虽然是民国时期一些专家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章，反思的却始终是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
存在的问题，即在今天学术研究成为职业、成为“饭碗”的情况下，那种为研究而研究，那种脱离生
活常识的创新，究竟是在给读者“帮忙”还是“添乱”？
所以作者提出来“不求甚解”，就是不要对研究对象过度阐释，因为这种阐释只会将真相遮蔽得更深
。
　　作者探讨的虽然是学术性内容，但采取了随笔式的写法，内容上追求短小精悍、言之有物，调侃
揶揄，时露机锋。
风格上追求轻松有趣，可读性强。
可以说，这是一本思想性和可读性俱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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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詹福瑞，1991年毕业于河北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书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
主要社会学术兼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文学学科规
划与评议组成员、中国文心雕龙研究会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
长期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主要著作有《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中华书局）、《南朝诗歌思潮》（百花文艺出版社）《汉魏六朝
文学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等。
另有学术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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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考证与识浅　　古人重说教，今人亦然。
我国古代有许多好玩儿的书，就是为了好看，就是为了茶余饭后的消遣，无甚深意，然经过秀才学者
之手，偏偏就能生出思想和意义来，这本事真的十分了得。
　　关于《西游记》主题的争论，自有小说以来就出现了。
但我每次读此书，却又很难进入学术界讨论的主题，领会善于挖掘者苦心淘出的深意，什么道教的秘
诀，什么禅宗的心法，反理学，反正统，反信仰，反抗精神，斗争精神，等等。
只觉得甚为好玩，甚为开心。
老辈人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
少看《西游》，所添的恐怕就是孙悟空玩闹的猴性吧。
但是有了学者高深的理论，我们实在不敢把这部名著读浅了，读糟蹋了。
不敢相信自己的真实感觉，唯恐它是假相，掩盖了实质。
及至看到了胡适和鲁迅这两位导师的认识，才相信自己的感觉是正确的。
　　鲁迅和胡适都是我国现代的思想家，不是普通的学者。
但也就是这两位思想家却未从人们谈得玄而又玄的《西游记》里看出思想来，反而看出了它游戏的浅
。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
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
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只因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伽，老君，观音，真性
，元神之类，无所不有，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宜附会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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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求甚解：读民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八篇》作者探讨的虽然是学术性内容，但采取了随笔式的写
法，内容上追求短小精悍、言之有物，调侃揶揄，时露机锋。
风格上追求轻松有趣，可读性强。
可以说，这是一本思想性和可读性俱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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