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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坛五十年（正编 续编）》为《文坛五十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4年初版）及其《续集》
（香港世界出版社1955年初版）的合集。
《文坛五十年（正编 续编）》描述了二十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概貌。
它依时间脉络先后为顺序，以五十七个专题，追述了五十年阀的文学社团、流派、报刊载体、重要作
家和各具影响的作品。
语言真切随和，富有生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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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浙江浦江人。
现代作家、学者、记者。
曾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以散文创作立足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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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他们并不说强侵弱，众暴寡，是不道德底行为，他们知道这是所谓天演。
在所谓天演中，有强权无公理，弱者被强者所食，照当时一般人所知之天演公例说，虽不必说是应该
，但确可以说是活该。
所谓天演公例，是就事物之天然状态说者，就人说，所谓文明，本是人对于其所在之天然状态之改变
。
如果事实上有在天然状态中之人，则此种人是野蛮底。
清末人本以为西洋人是野蛮底，其所以能蛮横者，纯靠其有蛮力。
对于有蛮力者之蛮横，亦只可以蛮力应付之。
所以清末人之知注重力，一部分是由于受当时人所知之天演论之影响，一部分是由于清末人看不起西
洋人之所致。
我们知道士大夫注重坚甲利兵的洋务，又是一种觉醒，而知道注重富国强兵的时务，又是一种觉醒。
到了晚清，由军事性的科学输入，进到政治性的科学输入，更是一大进境。
《天演论》、《群学肄言》、《原富》，这三种书，可说是一同输入的；士大夫之称维新，或谈革命
，其目标是相同的，他们都要建立一个宪政的国家。
因此，晚清文学，不管是创作的或翻译的，其主要目标还是偏于政治性的。
我们还知道当时的翻译，单就文艺这一方面说，也是多于创作的。
那位译学前辈严复、夏穗卿曾发表过《译学馆附印小说缘起》。
梁启超也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初，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
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寄之于小说。
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商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
，而童孺。
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变。
”他的说法，当然有些夸张，但他们要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从
有关世道人心，到可以作为政治及社会改造的武器，也可以说是对小说理解的一大进步。
（当时有一位笔名蠡勺居士的小说译作人，也说他翻译外国小说，其目的乃在灌输民主思想，认为中
国不变更政体，决无富强之路。
可见晚清文人对世局有其共同的看法。
） 晚清译学界有一位前辈，周桂笙（辛庵，上海人），他翻译西洋文学，比林纾更早，更深入。
如杨世骥所说的：他是我国最早能虚心接受西洋文学的特长的；他不像林纾一样，要说迭更司的小说
好，必说其有似我国的太史公，他是能爽直地承认欧美文学的优点的。
他翻译的小说虽不多，大抵以浅近的文言和白话为工具，中国最早用白话介绍西洋文学的人，恐怕要
算到他了。
他的翻译工作，在当日实抱有一种输入新文学的企图。
他曾在1906年，发起组织译书交通公会，其宣言有云：“中国文学，素称极盛，降至晚近，日即陵替
。
方今人类，日益进化，全球各国，交通便利，大抵竞争愈烈，则智慧出，国亦日强，彰彰不可掩也。
⋯⋯夫旧者有尽，新者无穷，与其保守，无宁进取；而况新之于旧，相反而适相成，苟能以新思想，
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我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亦必因之昌大，卒收互相发明之效，此非译书者所当
有之事欤！
”就在那些前驱的志士之中，我们又看到更进步的思想了。
 晚清文人，他们的政论，提倡梁启超体的新闻文学；而翻译作品，却提倡严复、林纾式的古文，也是
相映成趣的。
严复的翻译分量虽不多，但他选择得很精，出笔很审慎；他所建立的译学风格，在当时的影响也是很
大的。
他在《天演论》序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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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译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
题日达诣，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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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坛五十年(正编续编)》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最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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