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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丝社是以《语丝》周刊为依托，以鲁迅、周作人兄弟席子国灵魂的文学社团。
在20年代的文坛上，它继承了《新青年》的优良传统，发扬“五四”精神，倡导“文明批评”与“社
会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本书以从事关系为主线，论述语丝社的产生、演变过程及其在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作用。
语丝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社团，本书是语丝社研究的第一本专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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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离：1965年1月出生于江西彭泽，原籍安徽桐城，1985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复
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发表论文和文学作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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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与顾颉刚相反，在语丝社的重要作家中，废名可说是一名较“纯粹”的文人。
在《语丝》创立之前，废名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1922年起他开始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作
品)，但他真正崛起于文坛，成为京派的重镇之一，实是得益于《语丝》和当时任北京版《语丝》编辑
的周作人的大力提携。
1921年当废名还在武昌任小学教员时即与周作人通信，192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正式升入
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与周作人的交往便更密切起来。
周作人在1934年8月访日期间曾对日本记者井上红梅说废名是他“在文坛上露头角的得意门生”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废名离开北京回老家湖北黄梅，滞留北京的周作人曾在1938年和1943年两度撰文怀
念废名，表现了他对废名的深厚感情。
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废名“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的人之一”。
废名也一直视周作人为自己的恩师，他写于1934年的《知堂先生》对周作人的为人与为文均大加赞叹
。
谈到周作人为文时说“中国的圣经贤传，自古以及如今，都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这以外大约没
有别的事情可做；惟女子与小孩的问题，又烦恼了不少的风雅之士；我常常从知堂先生的一声不响之
中，不知不觉地想起了这许多事，简直有点惶恐，我们很容易陷入流俗而不自知，我们与野蛮的距离
有时很难说，而知堂先生之修身齐家，直是以自然为怀，虽欲赞叹之而不可得”；谈到周作人的为文
则说“中国现代的散文，待开始以迄现在，据好些人的闲谈，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读的了。
”　　据初步统计，在北京版《语丝》上废名共撰文29篇，从数量上说仅排在周氏兄弟和刘半农之后
。
他发表在《语丝》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刊于第14期上的小说《竹林的故事》(署名是冯文炳)，刊于18期
的《火神庙的和尚》(署名“文炳”)，第73期发表《无题》，这是他在《语丝》上发表的长篇小说《
桥》的一部分(署名冯文炳)。
“废名”的笔名第一次出现在《语丝》上是第89期，上面有署名“废名”的《无题之三》。
在发表于第128期《语丝》上的《忘却了的日记》里，有一则记于1926年6月10日的日记，上面说：“
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个名字，就叫做废名。
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就把昨天当作纪念日子罢。
”这则日记告诉我们“废名”这个名字诞生的时间。
　　《忘却了的日记》中有一则是1926年6月11日的，其中既谈到鲁迅，又谈到周作人，很有意思：“
我近来不打算出去，出去也只随便到什么游玩的地方玩玩，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上鲁迅的《马
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
尤其使得我苦而痛的，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开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
又莫明其妙的这样想：倘若他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死尸而枪毙。
于是乎想到他那里去玩玩，又怕他在睡觉，我去耽误他，转念到八道湾。
”这则日记有点像是一则寓言，表明废名一开始心中对鲁迅是满怀敬重的，但最终还是走到周作人一
边去了。
拍不过废名与鲁迅的“决裂”是1929年《骆驼草》创刊之后的事，此前鲁迅接编迁到上海后的《语丝
》杂志，废名尚在上面发表了不少文章(废名的文章第一次出现在上海版《语丝》，是第4卷第9期上的
《无题之十四》，第44期刊物上有他的《无题之十八》，第50期杂志上还有他的《李教授》)。
　　P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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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语丝社是以《语丝》周刊为依托，以鲁迅、周作人兄弟为灵魂的文学社团。
在20年代的文坛上，它继承了《新青年》的优良传统，发扬“五四”精神，倡导“文明批评”与“社
会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本书以人事关系为主线，论述了语丝社的产生、演变过程及其在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作用。
语丝社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社团，本书是语丝社研究的第一本专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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