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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50多年来，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著名学者，也出版了诸
多可以预期传世的学术力著。
2003年，我在为庆祝文学研究所成立50周年而编选的《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前言中对此有所描述。
当然，那还只是一部50年论文选集，而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则是50年的
论著辑要。
第一辑主要收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所同仁集体编著译介的著作，凡7种30册，可与《文学
研究所学术文选》相得益彰，从整体上展现文学研究所50多年来学术研究的风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风起云涌，波及到学术界，就是各种形式的学术论争此起彼伏。
譬如1954年开始的关于《红楼梦》和陶渊明的大讨论，1955年开始的关于《琵琶记》、李煜及其词的
大讨论，1958年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大讨论，1959年关于
蔡文姬和《胡笳十八拍》的论争以及关于诗歌形式的大讨论，1960年前后展开的“关于文学上的共鸣
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以及关于题材问题的大讨论等，都在共和国初期的学术探索中留下可资
记忆的足迹。
一在这些学术论争中，文学研究所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为了更好地主导这些学术活动，当时的老所长何其芳同志曾提出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十年内全
所要完成七项任务，包括：研究我国当前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经常发表评论，并定期整理出一些资料
；研究并编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编选出一些中国文学的选
集和有关文学史的参考资料；在外国文学方面，研究各主要国家的文学，并将研究成果按照时代编出
一些论文集，作为将来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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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创刊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本介绍国外古典美学及文艺理论著作，古代文
学流派及重要作家相关资料的不定期刊物，前后共出过11期。
本套书共4卷，将原刊汇为一编，以飨读者。
本卷收录了原刊的第1一3期，分别介绍了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者的有关言论，近代德国和法国的浪漫
主义文艺思想，以及论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有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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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卷一）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　　《抒情歌谣集》序言及附录　　渥兹
华斯关于诗的词汇的理论——摘自《文学自传》第十七、十八章　　泛论诗歌　　为诗辩护　　致约
翰·墨雷先生函——论鲍尔斯牧师对蒲伯生平及作品的苛评　　济慈书信选译　　迟做总比不做好（
评论）　　列夫·托尔斯泰日记选　　编后记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二册）　　论素朴的诗与感伤
的诗（节译）　　断片（摘译）　　论文学（节译）　　夏多布里安文论选　　雨果诗集与剧本序言
选　　普希金文艺散论　　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节译）　　萨克雷文学评论二篇　　编后记　古典
文艺理论译丛（第三册）　　题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遗著，纪念吾敬爱　　的作者　　关于莎士比
亚的演讲（选）　　莎士比亚悲剧的实质　　莎士比亚命名日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拉辛与莎士
比亚　　莎士比亚的天才（节译）　　汉堡剧评（选）——有关莎士比亚的几篇　　《维廉·麦斯特
的学习时代》中关于哈姆雷特的分析　　别林斯基论莎士比亚　　巴尔扎克《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序
言　　屠格涅夫书信选　　编后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卷二）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四册）　　论
浪漫主义诗歌　　歌德与拜仑　　论叶什的小说（节译）——并泛论一般小说　　普鲁斯论文学——
论显克微支的小说《火与箭》　　《诗歌全集》序　　裴多菲和阿兰尼论创造人民诗歌的书简（四通
）　　米克沙特·卡尔曼谈文学　　现实主义者（摘译）　　街头哲学——关于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
《悬崖》的第五章第六节　　司汤达论《红与黑》　　论英国小说家　　编后记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
（第五册）　　论趣味的标准　　美的分析（节译）　　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选
）美育书简（选）　　法兰西学院关于悲喜剧《熙德》对某方所提意见的感想　　理查生赞　　拜仑
爵士在意大利张冠尧——一个目击者的叙述（1816年）　　《童年》和《少年》、《列·尼·托尔斯
泰伯爵战争故事集》（书评）　　编后记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六册）　　亚里士多德《诗学》疏
证　　论悲剧王晓峰译——兼及按照可能性或者必然性处理悲剧的方法　　关于悲剧的定义　　论悲
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　　论悲剧艺术　　悲剧、喜剧和正剧的原则　　悲剧性　　天才　　批评之
林　　论《麦克佩斯》中的敲门　　杂志概评（1855-1856）　　编后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卷三）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七册）　　喜剧论纲　　论喜剧中的幽默　　论感伤喜剧　　美学入门（节译
）　　当代喜剧　　论喜剧思想与喜剧精神的功用　　喜剧性与幽默　　性格的滑稽　　论寓言　　
论戏剧风格　　自然主义的戏剧　　编后记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八册）　　美的主观印象　　论
移情作用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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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渥兹华斯关于诗的词汇的理论——摘自《文学自传》第十七、十八章[英]柯洛瑞奇我的论点与渥兹华
斯先生理论的某些假定的部分不同之处是以下面的假定为根据的，就是说，正确地解释他的话，意味
着这样的假定：诗的正当的词汇一般在于完全采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口头语言（有应有的例外），一
种在自然的感情的影响下实际上形成人们的自然会话的语言。
我的反对意见是：第一，无论怎么说，这条规则仅仅可适用于某几种诗；第二，除非这条规则不曾为
任何人否认过或怀疑过（据我所知所闻），不然即对这几种诗也不能适用；最后一点，就它所使用的
范围及程度来说，纵使不是有害的，也是一条无用的规则。
因此，或者不需要实行，或者不应该实行。
诗人告诉他的读者，他通常采用低微的田园生活为题材，但是，不是为了表现它的低微与朴素，或者
为了重复那种可疑的道德效果的快感，这种效果是高级人士和有高尚修养的人常常由于巧妙地模仿下
等人的粗野的、没有修养的举止行动和谈话而获得的。
这样获得的乐趣可以找出三个激发它的原因：第一，实际上是被表现的事物本身的自然。
第二是这种事物的表达手法显著的自然，这种表达因作者的知识和天才的细微不可察觉的注入而有所
提高，而受到渲染，这种注入确实使它成为一种不同于仅仅是抄袭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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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一册，以论莎士比亚和有关文章为主。
莎士比亚，这位伟大的诗人、戏剧家，不仅他的作品数百年来不断地为人传诵，至今还常常在不同国
家的舞台上演出，而且关于他和他的作品的评论，也是数百年来文艺理论遗产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我们曾在《文艺理论译丛》中，介绍过约翰逊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及其他有关莎士比亚的文章
，在前一册《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中，也曾介绍了托尔斯泰的《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
而为了更好地理解莎士比亚和他的作品，更好地理解论莎士比亚及有关文章在古典文艺理论中的地位
，这次我们就把文艺思想史上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文章，凑集起来编成这一册。
这里的文章，大多数是古典作家写的，很少出自专门批评家之手，至于文学史家的论述，没有采取。
这是因为以作家论作家，有时是感情胜于理智，形象的描述胜于理论的分析；同时却又是结合着他自
己的经验和体会，可能讲得比较亲切而又有独到之处。
因此一般的说，影响是比较广的。
首先是他本国的、而且是同时代的本·琼孙的《题莎士比亚遗著》，这虽然是一首短短的题词，对莎
士比亚评论得如此扼要而得当，在当时看来，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在文艺思想史上就有相
当的影响。
这里选载得更多的论莎士比亚的文章，则是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之间的。
因为这时期反古典主义的机运逐渐成熟，既然古典主义的有些作家和批评家曾贬责莎士比亚，而莎士
比亚也正好成为反对古典主义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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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套装全4册)》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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