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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
年左右。
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
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
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
国文学的前奏。
最早。
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
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
，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
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
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
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
“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
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
“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
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
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
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
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
甚至势不两立。
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
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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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
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
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
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
甚至势不两立。
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
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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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后改为玉堂，语堂，出生于福建龙溪一个牧师家庭。
1912年进上海圣约翰大学修语言学，1916年毕业后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
1919年秋携妻赴美国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学习，一年后获文学硕士学位。
1921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学习，1923年夏获该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同年秋受聘为北京大学英文系语言学教授。
1924年11月以鲁迅为主将的《语丝》周刊创刊后，成为经常撰稿人之一。
1925年后，林语堂又受聘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兼任女师大教务长。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从正义感出发，对军阀黑暗势力的血腥暴行表示愤慨，撰写如《悼刘和珍
杨德群女士》等文章，理解、赞同鲁迅先生的立场。
1926年赴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兼研究院总秘书。
1927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
这一时期，其作品大多反映了他对封建军阀统治的不满和对学生运动的支持。
1932年创办《论语》半月刊，正式提倡“幽默文学”。
1934年办《人间世》，次年办《宇宙风》，这两份半月刊，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的
“性灵”文学，并提倡半文半白的“语录体”。
创作倾向、政治态度发生变化。
1935年用英文撰写的文化著作《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并畅销后，应美国友人的邀请，于1936年携
全家赴美，从而成为用英文写作在国外发表作品最多的中国作家。
本着“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的宗旨，出版了介绍中国文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并编译出版了中
国的古典著作，如《孔子的智慧》、《庄子》等。
同时还进行了多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其中，尤以《京华烟云》最为著名。
这部以古都北京为背景，描述了姚、曾、牛三个富贵家庭风流云散的故事，从八国联军进逼京、津写
起，直到日本侵略军占领沪、杭，通篇歌颂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反映出了作者的民族
气节。
此外，人物文学传记的创作以《苏东坡传》最为成功。
1944年曾一度回国讲学。
1952年在美国创办《天风》月刊。
1954年赴新加坡任南洋大学校长。
一年后返美。
1966年夏，回到了与家乡福建仅一峡之隔的台湾省定居，重新开始了用中文写作的时期。
1967年受聘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负责主编《当代汉英词典》。
1975年被推举为第四十届国际笔会副会长，并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但落选。
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葬于台北阳明山。
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间所写的文章，结集在《无所不谈》一集、二集中出版。
林语堂是一个多产的著作家和翻译家。
纵观一生，其劳动涉及翻译、创作、语言学、文学及其他学术等诸多领域。
在向外国翻译介绍中国古书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他的作品如他自己所说：“我创出一种风格。
这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心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不避讳什么一样。
所有我写的书都有这个特点，自有其魔力。
这种风格能使读者跟自己接近。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林语堂代表作：谈中西文化>>

书籍目录

林语堂小传散文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给玄同先生的信读书救国谬论一束萨天师语录祝土匪泛论赤化与
丧家之狗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讨狗檄文忆狗肉将军谈言论自由论政治病中国的国民性叩头的软体操价
值论语丝文体读邓肯自传论幽默谈中西文化论孔子的幽默孟子说才志气欲论孟子的文体论东西文化的
幽默谈牛津再谈萧伯纳萧伯纳一席谈读书的艺术论读书冬至之晨杀人记中国有臭虫吗女论语一篇没有
听众的演讲论看电影流泪冀园被偷记说避暑之益阿芳我的戒烟春日游杭记记春园琐事买鸟秋天的况味
庆祝旧历元旦论裸体运动论趣说乡情论赤足之美论买东西记鸟语来台后二十四快事说纽约的饮食起居
瑞士风光说斐尼斯杂谈奥国一团矛盾大旅行的开始《剪拂集》序《大荒集》序《吾国与吾民》自序《
吾国与吾民》收场语《生活的艺术》自序剧本子见南子文学传记苏东坡传(节选)林语堂主要著作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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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讨狗檄文　　今天看见岂明先生《恕府卫》一文，末段，几句沉重的话，使我不得不决意抛弃很
重要的事务，来讲几句更重要的话了。
　　记得民国六七年，《新青年》时代，我们知识界是一致革命的。
不打算荏苒十载，今日已是国民十五年，不但思想革命没有一点成功，知识界方面自己软了腿，一方
面讲革命，一方面正在与旧势力妥协。
这当然是因为人多种杂之故。
许多聪明人本来是应该做官的，因为环境的关系一时蛰居教育界，教育界来了这些杂种分子，分裂是
必然之势。
我们并不以为十分希奇，不过以此为十年来知识界之进步，难免言之痛心而已。
前十年自我为“乱党”，为“洪水猛兽”者，是前清故旧大臣及遗老。
今日自我为“洪水猛兽”者，乃出洋留学的大学教授们（指江亢虎，盖江，洪水也；虎，猛兽也）。
我们还有何话可说？
我们自己并没有进步，就是我们的敌人“文明”些吧！
我们所要疑问的，就是这些人为什么不去做官？
为他们个人计，为知识界自身计，我们都希望他们升官发财。
因为做了官讲官话，大家还可以知道是官说的，不会受其欺愚，同时亦可以免得污蔑教育界之尊严。
倘是反动派都肯去做官，这倒是免除知识界分裂之一办法。
　　知识界内部不一致，要想打倒军阀，打倒官僚，是绝对的空想。
大家倘是进一步看不清，而天天大谈特谈打倒军阀，结果还不免流为一种空谈而已。
所谓军阀等于虎，则知识界至少须等于狼，团结起来，才略有与之抵抗之希望。
若狼中杂了些叭儿狗，一方面做老虎（指章士钊）的间谍，一方面扰乱知识界自身之团结，再不到五
年知识界的战斗力可保其完全消灭。
　　所以这些东西，忽然说些漂亮话，忽然说些糊涂话，我们都应该小心。
其漂亮与其糊涂都可以其私人利益而解释。
我们的敌人，率禽兽而食人者，将来就是这些东西，给革命势力以致命伤者亦就是这些东西。
　　由这回惨案（指“三一八”天安门惨案）后“丧家狗”之举动言论，已经更可看得显著了。
岂明先生谓这回老段（祺瑞）所以敢杀人，实由于他知道知识界的身分并不比官僚清高，是可以用威
吓利诱的。
或是讲情面，或是用大洋，“舆论界”一定有一部分人替他掩护，所以他才敢这样。
这个话可以使我们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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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
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
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
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林语堂《苏东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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