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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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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虽然没有严格的学科划分，但却并非不具备学科史的基本眼光，邀请的导读专家就是从这样一
个层面考虑。
而在一般意义的学科划分系列之外，叉特别增辟了“海外博士论文”系列与“学术研究译著”系列。
前者希望借助民国学人在留学时代的精彩创发，让我们一窥兼采中西之后的学术规训之作究竟可以达
到怎样的一种层次，虽然其撰作语言并非中文，可这毕竟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
借助学术父辈们资鉴他山之玉的具体成果，希望不仅能将他们呕心沥血而移玉东来的学术译著化为今
日后辈负重前行的重要资源，更期待藉由此一窗口展现那代学人胸怀天下的“世界学术”之整体认知
。
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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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著名历史学家。
曾任教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和南开大学。
著有《巾国文化与中国的兵》（1940）、《文化形态史观》（1946.与林同济台著），《西洋文化史纲
要》（遗著）等。
林同济，1906～1980福建福州人，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复旦大学。
著有《丹麦王子哈姆雷的悲剧》（译著）、《天地之间》（遗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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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整个的民族性，我此刻且按下不谈。
我要谈的是风化中国民族熏陶中国文化的“文人性”。
我要分析中国文人的头脑，解剖中国文人的心肠。
何谓文人头脑、文人心肠呢？
这问题却不简单。
头脑是指其思维的方法、思想的内容。
心肠是指其情感的生活与其立身行事、处世待人的性格。
虽然在理论上的方便，两者可分开而谈。
但实际生活上，两者之间关系微妙，他们彼此相交错互相影响之处，可说是不了之缘，终难隔断。
详细的讨论，另日再写。
目前最好的办法，是且把“文”之一字分析一番。
我们如果晓得文之一字之各义，便可粗略地理会文人头脑、文人心肠的一般。
我们这种办法，有个好处在。
论起文人，难免意见参差。
你可把文人吹得如仙似圣，支持文化生命的主人翁。
也可把文人骂得狗血淋头，直是一钱不值的贱货。
我们且莫动气。
也许双方都对，也许双方尽非。
那些不免是主观的批语，未足为凭。
我们此地所采取的方法，是让中国文字的本身、语言的本身，来替我们解说。
换言之，我们的方法是客观的。
誉不必喜，毁不必忧。
让文字来说本身话，比较式最是可凭。
（二）何谓“文”呢？
初看来这字也简单，细验其界说殊不易。
《说文》云：“文，错画也。
”盖即西方所谓Design之意。
《易?系辞》云：“物相杂，故日文。
”各种形式相配合而成所谓错斑者，这就叫做文。
文的原始的意义，恐怕不过如此。
然而时代递进，文之含义，也便逐渐推引。
结果，文之一字乃成为中国文化的缩小表征，成为中国文化性质的写真。
原为错斑的一个简单的字，到今日乃已随着中国文化的演进，而正比例地增加其复杂，增长其特色。
我们了解“文”字，不但可以了解中国的文人头脑、文人心肠，而且可借以看出中国文化大体所偏重
的精神。
（一）文与质，在中国古籍上是时时对用的名词。
所谓文者是指一切人为的事物，和质为一切自然的本体者对照。
所谓人为的事物，不但包括人力创制的生活工具，例如宫室、舟车、衣服、耕耜等等，乃亦包括社会
上的各种制度、习惯，例如那些养生送死婚嫁往来的仪节、那些上下尊卑亲疏长幼的礼法。
故文者与西方所谓Culture相类，质者与西方所谓Nature相类。
一为人类的作为，一为天然的本色。
所以自心理状态的观点看去，“文”字含有过分的注重礼貌仪节、过分的注意人事之意。
日缠于缤纷酬酢之间，驰驱于揖让进退之末。
久之又久，一个人的天然本色，不免荡失无余。
分析言之，文与质对，其中有几个含义。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

甲、文指外表，质指内心。
故日外文内质。
乙、质指实体，文指花样。
故我们有“文藻”、“花文”等词。
丙、质含有简单之意，文含有复杂之意。
故我们有“繁文”、“缛文”等词。
丁、质是朴素，文是浮夸，故文略带有一些炫耀之意。
（二）由此我们便可了解文之一字为什么会与“虚”合而构出万古指摘的“虚文”一名词。
所谓虚文者，即纯形式之意。
我们做一事，并不是诚心认为该做，或意志上认为愿做。
乃是大家一向都如此做，而我亦只好“从俗”做个样子罢了。
换言之，我们做那桩事，本无诚意，本无信念，只做出一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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