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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北京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严家炎先生近年来研治文学史之余，发表手报刊的随笔文字，凡63
篇，内分四辑：第一辑“世纪之交话兴废”，讨论20世纪中国文化生态平衡问题和付出沉重代价的历
史教训；第二辑“历尽劫波论‘五四’”，围绕“五四”作了一些实证性的考辨，意在廓清两类对“
五四”的误读；第三辑“别梦依稀怀师友”，追忆悼念平生交往较深的先哲前贤，力图展示一代学人
的心路历程；第四辑“偶得闲暇说艺文”，就特定的文学史现象或作品，述说自己的见解。
四辑各有其话题性，同时又可被作者的治学之路与研究范围所整合。
这些“体裁驳杂”之文，虽是作者治“史”之“余”的副产品，但背后又可见作者的史家眼光与严谨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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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家炎，1933年生于上海。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届语言文学学科评议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北京市文联副主席。
著作有《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论鲁迅的复调小说》、《金庸小说论稿》、《知春集》、《求实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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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   　鲁迅晚年思想寻踪    　1957年夏毛、罗对话试解    　胡风在四五十年代文学转型中的地位和作
用　我读《远东大战纪事》　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
现代性的发展》序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  　回忆我当“保姆”的日子　心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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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感想　“有字皆从人着想”　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从“五四”说到“新国学”　
交流，方能进步　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　论王蒙的寓言小说　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总
结三、别梦依稀怀师友　“生来注定吃苦”的人　在我记忆中的慧修师　心中的丰碑　悼念文学史家
唐弢先生　精神上的导师　难以忘却的纪念　吴组缃先生二三事　怀念贻焮先生　长长的瞬间　他在
人们心中永生　我心目中的田仲济先生　忆叶子铭先生  　战后日本“中国学”的一位引领者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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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成就与不足　风格之一例    　让人很开眼界的校园小说　《紫雾》：一部颇具震撼力的文学传
记　试说“中国的奥勃洛莫夫”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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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世纪之交话兴废　　有关文化生态平衡的思考　　20世纪即将成为历史。
成为历史的最大好处，就是人们可以拉开同它的距离，客观地冷静地对待它，科学地研究它。
中国在这个世纪中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也经受了巨大的苦难和牺牲，其中有许多正反面的非常丰富的
历史经验需要总结。
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对于世界的进步乃至人
类的未来，都具有极大的好处，可以使我们少付出许多不必要的惨痛的代价。
　　20世纪在文化方面留给我们最大、最丰富的一笔遗产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问题。
这也是我最近几年经常在思考，而且是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一个国家的文化，可以有主导地位的成分，需要有主导地位的成分，但同时也需要有多种不同于主导
地位的其他文化成分存在，这些不同的成分，构成一种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并在对立中相互吸收、不
断更新的关系。
于是文化本身就能生动活泼地向前发展，就避免了武断、专制，避免了社会僵化或者停滞不前，更可
以避免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因为在决策之前就存在一种抵消失误的机制。
我相信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发展主要依靠一种合力的意思。
　　任何一个社会想要取得持续的稳定的发展，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文化生态保持平衡就是其
中十分重要的一条。
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道家的与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孤立的单纯的哪一家的药方
，可能都治理不好国家和社会，但当它们构成一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后，好处就大了。
如果再加上在下层的墨家，又加上后来传进的佛家，这些思想学说组合到一起，就体现着文化生态平
衡。
汉初“文景之治”，依仗“黄老之学”，体现着儒道互补。
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实际却是“霸王道杂之”，阳儒阴法。
唐代是儒道佛三家并存和合流，政治、文化发展得很高，国势也很强。
宋明理学又是儒家吸取佛教哲学所获得的重大发展。
这些史实都可供我们借鉴。
　　从上世纪后半期起，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先后出现过种种理论和思潮，有实业救国，维新救国
，文艺救国，教育救国，革命救国，科技救国，学术救国等，这些理论思潮在中国的实施程度和影响
，何者能起主导作用，何者能起辅助作用，取决于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不同条件和不同状况，但它们
本身是互为补充，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互相配合的。
如果没有这种配合，武装革命的胜利就会困难得多。
即使不同思潮在有些阶段有所对立，也是互补性的对立，而不一定是消解性的对立（康有为在辛亥革
命后复辟帝制应除外）。
但建国后为了突出“革命救国”，把其他理论思潮均视为“改良主义”、视为“反动”、“阻碍革命
”而统通批判，文化生态平衡也就受到破坏，连物质生态也造成失衡。
许多教训就是由此而来，很值得我们回顾和思考。
　　任何文化思潮，不管它本身多么激进，多么偏激，只要有东西制约它，就不可怕。
例如“五四”时期钱玄同废除汉字、推行世界语的主张当然很激进，但《新青年》内部就不同意，陈
独秀就写了编者按语表示对这种主张有保留。
鲁迅也嘲讽钱玄同“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
后来还嘲讽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文革”中造反派们推行第三批简化汉字，连“雕”字都要简化成“刁”字，王力先生发言反对，说
“要是我敢把‘毛主席雕像’写成‘毛主席刁像’，我岂不要被打成反革命？
”造反派也只好改回来。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不同思想见解能够并存、相互匡正、相互制约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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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文化生态平衡的问题，就是要建立这种机制。
　　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应该说我们面临一些比较好的条件来研究过去一个世纪的文化状况：第
一，可以不限于近代、现代、当代的哪个时段，也不是简单地将这些时段加以拼接，而是有可能追踪
寻迹深入到各时段内部，综合地把握整个世纪内在的历史脉搏；第二，可以摒除当事人的主观感情因
素，有可能客观地对待业已发生的种种历史事实以及文化上的后果，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建立良好
的、严谨的学风。
事情的客观过程往往非常复杂，简单地理解就会出差错；第三，各种原始资料越来越多地被发掘、发
现和整理出来，其中包括各类档案的逐步开放，对立双方的不同史料可以汇合起来对照、鉴别、互相
佐证，这使20世纪中国文化的研究不但面对的资料空前丰富，而且更便于将这些资料去伪存真，取精
用宏；第四，充分发挥北大作为综合大学优势，通力协作，挖掘潜能，实现文、史、哲乃至旁及政、
经、法、社会、心理更多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所有这些，都使我深信，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将成为未来的新世纪的一门“显学”。
这就是我在北京大学成立“20世纪中国文化中心”时的一点感想。
　　（原栽《中华读书报》1999年8月4日）　　20世纪没有白过　　在即将跨入新世纪大门的时刻，
回首百年中国文学，我想说的第一句话是：20世纪没有白过！
经过四五代人的共同努力，尽管历尽种种坎坷曲折，中国文学终于从古典形态不可逆转地发展成了现
代形态。
这个质的飞跃永远值得我们庆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许多士大夫都感受到国弱民贫的痛苦，都在探索救国的道路。
但他们的目标和“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很不一样。
他们希望中国通过变法，恢复天朝大国的地位，成为世界霸主。
康有为写过一首《爱国歌》，声称“唯我有霸国之资格兮，横览大地无与我颉颃”。
辛亥革命前夕有一部小说，畅想中国经过八九十年变革，到20世纪末年已经国富兵强，在世界上首屈
一指。
小说写1999年中国上议院决定废除公元纪年而改用黄帝历（公元2000年，正好是黄帝纪年4709年）。
这引起白种人国家的害怕，并引起匈牙利国内黄白人种问的冲突。
匈牙利国王请求中国大皇帝出兵保护，终于引发一场世界大战。
结果中国在全世界华人协助之下获得胜利，迫使欧美各国签订有利于中国的和约。
匈牙利从此也改奉黄帝历。
于是万国来朝，中国达到鼎盛时期。
这种梦，　“五四”以后的作家不会再做了——不是认为不可能，而是认为根本不应该。
鲁迅把这类救国目标叫做“旧式的觉悟”，加以谴责。
当有人论及日本并吞朝鲜这件事而津津乐道于“朝鲜本我藩属”时鲁迅感到这类思想的“可怕”。
无论在对待国外的弱小国家，或者对待国内的弱小民族方面，鲁迅都主张平等，支持正义，倡导和睦
相处。
他不愿自己做别人的奴隶，却也不愿别人做自己的奴隶。
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鲁迅思想的现代性，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测量出了“五四”作
家与康有为那代人思想上的距离。
“五四”一代作家接受的是人的个体本位价值观念。
戊戌变法时期的谭嗣同，虽然在《仁学》中首揭“个人自主之卡又”，但那还只是先驱者个人的觉悟
；只有到“五四”时期，这种思想才成为一代人的共识，形成时代风尚。
所谓“文学革命最大功绩在于‘人’的发现？
”，这“人”，就是个体本位意义上的“人”，其内涵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和意志。
用《伤逝》女主人公的话来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接受这种个体本位思想，对于历来只强调君权、族权、父权、夫权而不强调个人权利的中国人来说
，是价值观的巨大变化，是人文精神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既然要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也就意味着人们不但要懂得自尊，还要懂得尊重别人；自己不受别人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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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损害，也不去压迫和损害别人。
这就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提出要改变“人吃人”现象、自觉地做“真的人”的实际含义；也是《
故乡》中“我”听到闰土叫一声“老爷”，禁不住从灵魂深处感到震撼，强烈地要求打破人和人之间
那层“可悲的厚障壁”的原因；以及《阿Q正传》中鲁迅为“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感到愤怒，同
时又为阿Q式的革命本身感到悲哀的道理所在。
这种个体本位思想，不但不能误解为自私自利，相反，倒是和正确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通的。
　　文学的现代形态，还包含着另一种含义，那就是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人民，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样丰富多样。
白话诗文的出现，小说地位的提高，话剧艺术的引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都使人民大众在即将过去的
世纪中有可能直接享受着自己的文学。
而文学的多种形式、多种风格、多种题材、多种流派、多种创作方法同存共荣，自由竞赛，实际上也
在实现百花齐放，发挥着多种功能，共同为人民的事业服务。
长期实践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题材、形式、风格、创作方法等等都只有相对的意义。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史余漫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