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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1919年底赴欧留学，前后研习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高等数学和比较语言
学。
1926年归国后历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央历史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北大教授、代理校长
等职，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本书系傅斯年生平代表作之一，对中国上古至近代时期的文学史作断代研究，论及诗、史、文、论，
对某些专题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在宏观上涉及文学史研究之方法论，颇具启发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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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目及说明叙语泛论  思想和语言——一个文学界说  语言和文字——所谓文言  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
文学  文人的职业史料论略论伏生所传书二十八篇之成分诗部类说  风  雅  颂最早的传疑文人——屈原
、宋玉、景差楚辞余音贾谊儒林  《诗》  《书》  《礼》  《礼记》  《乐》  《易》  《春秋》  《隐公》
 《论语·孝经》五言诗之起源  论五言诗不起于枚乘  论五言诗不起于李陵  论五言诗不起于一人  我们
宜注意不列几件事附录：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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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百篇后，四言的运命已经终结，既如我们在十二节里所说：接续四言体制而起的，是所谓“楚词”
一类的诗歌，这类体制影响后来的文学反比《诗经》大得多，所以值得我们格外考校一下。
最可注意的一件事，是中国文学演进到楚辞，已经有指名的文学家了。
在《诗三百》中，无论二南、国风，都是民间歌曲之类，正如现在常语所谓“民众为民众造的”，固
然指不出作者来，即在雅、颂，作者是谁，于文学史上亦无重大的关系。
我们只要知道那些篇章各是何时作，便可以看出文学之演化，反正《小稚》是时代的怨言，《大雅》
和《颂》是庙堂的制作，都是很少个人性的。
这不是说，我们对于这些篇的作者问题理当忽略的。
假如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篇的作者们岂不甚好，不过这些篇的作者问题在汉时已经不能考定，何况现在
？
并且因为这些篇较少个人性，况又一经作为乐用，以答嘉宾，以为享祭，文学的意味更远退在乐章的
作用以后。
《诗经》之存到后世，在初步是靠乐，靠为人解作一切修身之用（如《论语》）。
在后代是靠他被当时人作为谏持即当时人系统哲学的一部，并不是靠他的文学，尤不是靠他的作者。
譬如被人指为《诗经》作者的，都是一代政治人物或闻人，如周公、庄姜、奚斯、正考父，真正都是
渺不相干的（说见前）。
但这情形，到楚辞便全不然了。
楚辞的文章是个人性的（《九章》等除外）他的传流不是靠乐的。
楚辞有个最大的中心人物屈原。
屈原一死便成若干的“故事”所凭托，到后来竟成了神话（如五月五日龙舟节）。
自汉以来，大家仿佛觉得楚辞就是屈原，屈原就是楚辞。
这样可以一个文学家为一种文学的中心，始于屈原，历来也以屈原的一段为最大。
中国古代的文词演化到屈原，已经有“文人”了，文词的作者问题成为重要问题了，这是和“诗三百
”的时代迥然不同的，这件事实是文学史上一个断代的事实。
辞赋两个字是没有分别的，文选里面有赋、有辞、有骚，这个我们固不必如苏东坡骂作者为齐梁间小
儿，然这样分法却实在是齐梁间人强作解事（或者这种强解由来已久）。
例如怀沙是王逸所谓辞的，王逸是只章句辞不选赋的，然司马子长明明说屈原将死“乃作怀沙之赋”
。
《七略》、《汉志》一作于西汉之末，一作于东汉之初，都不分辞赋，可知辞赋之分是东汉人的俗作
。
《七略》、《汉志》却把赋分做四类：一、屈原赋之属，唐勒、宋玉、庄夫子、贾谊、枚乘、司马相
如、淮南王等属之；二、陆贾赋之属，枚皋、朱建、严助、朱买臣、司马迁、臣婴、齐臣说、萧望之
、扬雄、冯商等属之；三、孙卿赋之属，所属者今皆亡。
第二目号为秦时杂赋；四、杂赋之属，皆不著作者，而于结语也提出来称“家”（东汉人用家字义与
令殊）。
为什么这样分法，我们固难讲定。
《七略》、《汉志》的分类，原来不是尽美尽善的。
但《七略》虽分得每每错，却每每代表当时的风尚（如前论诸子略）。
赋除杂类以外，既有三宗，我们且不妨测想一下，何以分为三宗之故。
《七略》、《汉志》将赋一律作为“不歌而诵”，恐不尽当。
《九歌》招魂大招固非歌不可，《九辩》之性质又和汉《大风》、《秋风》不两样，《大风》、《秋
风》既皆是歌词，《九辩》为什么独不然？
又如《离骚》九章等篇中之用兮字，都显是由歌调节奏而生（汉以来自然把兮之用推广了）。
这样是抒情的节韵，并不是铺陈的话言，所以我疑屈赋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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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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