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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说“标准”，有两个意思。
一是不自觉的，一是自觉的。
不自觉的是我们接受的传统的种种标准。
我们应用这些标准衡量种种事物种种人，但是对这些标准本身并不怀疑，并不衡量，只照样接受下来
，作为生活的方便。
自觉的是我们修正了的传统的种种标准，以及采用的外来的种种标准。
这种种自觉的标准，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大概多少经过我们的衡量；而这种衡量是配合着生活的需要的
。
本文只称不自觉的种种标准为“标准”，改称种种自觉的标准为“尺度”，来显示这两者的分别。
“标准”原也离不了尺度，但尺度似乎不像标准那样固定；近来常说“放宽尺度”，既然可以“放宽
”，就不是固定的了。
这种“标准”和“尺度”的分别，在一个变得快的时代最容易觉得出：在道德方面在学术方面如此，
在文学方面也如此。
　　中国传统的文学以诗文为正宗，大多数出于士大夫之手。
士大夫配合君主掌握着政权。
做了官是大夫，没有做官是士；士是候补的大夫。
君主士大夫合为一个封建集团，他们的利害是共同的。
这个集团的传统的文学标准，大概可用“儒雅风流”一语来代表。
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
有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这种情志的是载道或言志。
这个得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抱负，得有“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涵养，
得用“熔经铸史”、“含英咀华”的语言。
这就是“儒雅”的标准。
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
这个得有“妙赏”、“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华”的语言。
这就是“风流”的标准。
（关于“风流”的解释，用冯友兰先生语，见《论风流》一文中。
）　　在现阶段看整个的传统的文学，我们可以说“儒雅风流”是标准。
但是看历代文学的发展，中间还有许多变化。
即如诗本是“言志”的，陆机却说“诗缘情而绮靡”。
“言志”其实就是“载道”，与“缘情”大不相同。
陆机实在是用了新的尺度。
“诗言志”这一个语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原也是一种尺度；后来得到公认而流传，就成为一种标准。
说陆机用了新的尺度，是对“诗言志”那个旧尺度而言。
这个新尺度后来也得到公认而流传，成为又一种标准。
又如南朝文学的求新，后来文学的复古，其实都是在变化，在变化的时候也都是用着新的尺度。
固然这种新尺度大致只伸缩于“儒雅”和“风流”两种标准之间，但是每回伸缩的长短不同，疏密不
同，各有各的特色。
文学史的扩展从这种种尺度里见出。
　　这种尺度表现在文论和选集里，也就是表现在文学批评里。
中国的文学批评以各种形式出现。
魏文帝的《论文》是在一般学术的批评的《典论》里，陆机《文赋》也许可以说是独立的文学批评的
创始，他将“文”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讨论。
此后有了选集，这里面分别体类，叙述源流，指点得失，都是批评的工作。
又有了《文心雕龙》和《诗品》两部批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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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史书的文学传论，别集的序跋和别集中的书信。
这些都是比较有系统的文学批评，各有各的尺度。
这些尺度有的依据着“儒雅”那个标准，结果就是复古的文学，有的依据着“风流”那个标准，结果
就是标新的文学。
但是所谓复古，其实也还是求变化求新异。
韩愈提倡古文，却主张务去陈言，戛戛独造，是最显著的例子。
古文运动从独造新语上最见出成绩来。
胡适之先生说文学革命都从文字或文体的解放开始，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最容易见出改变了的尺度
。
现代语体文学是标新的，不是复古的，却也可以说是从文字或文体的解放开始，就从这语体上，分明
的看出我们的新尺度。
　　这种语体文学的尺度，如一般人所公认，大部分是受了外国的影响，就是依据着种种外国的标准
。
但是我们的文学史中原也有这样一股支流，和那正宗的或主流的文学由分而合的相配而行。
明代的公安派和竞陵派自然是这支流的一段，但这支流的渊源很古久，截取这一段来说是不正确的。
汉以前我们的言和文比较接近，即使不能说是一致。
从孔子“有教无类”起，教育渐渐开放给平民，受教育的渐渐多起来。
这种受了教育的人也称为“士”，可是跟从前贵族的士不同，这些只是些“读书人”。
士的增多影响了语言和文体，话要说得明白，说得详细，当时的著述是说话的纪录，自然也是这样。
这里面该有平民语调的参入，虽然我们不能确切的指出。
汉代辞赋发达，主要的作为宫廷文学；后来变为远于说话的骈俪的体制，士大夫就通用这种体制。
可是另一方面，游历了通都大邑、名山大川的司马迁，却还用那近乎说话的文体作《史记》，古里古
怪的扬雄跟《问孔》、《刺孟》的王充，也还用这种文体作《法言》和《论衡》，而乐府诗来自民间
，不用问更近于说话。
可见这种文体是废不掉的。
就是骈俪文盛行的时代，也还有《世说新语》，记录那时代的说话。
到了唐代的韩愈，提倡“气盛言宜”的古文，“气盛言宜”就是说话的调子；至少是近于说话的调子
；还有语录和笔记，起于唐而盛于宋；还有来自民间的词，这些也都用着说话或近于说话的调子。
东汉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门阀，到了唐代中叶垮了台，“寻常百姓”的士又增多起来，加上宋代印刷
和教育的发达，所以那种详明如话的文体就大大的发达了。
到了元明两代，又有了戏曲和小说，更是以说话体就是语体为主。
公安派竞陵派接受了这股支派，努力想将它变成主流，但是这一个尝试失败了。
直到现代，一个新的尝试才完成了语体文学，新文学，也就是现代文学。
　　从以上一段语体文学发展的简史里可以看出种种伸缩的尺度。
这些尺度大体上固然不出乎“儒雅”和“风流”那两个标准，可是像语录和笔记，有些恐怕只够“儒
”而不够“雅”，有些恐怕既不够“儒”也不够“雅”，不够“雅”因为用俗语或近乎俗语，不够“
儒”因为只是一些细事，无关德教，也与风流不相干。
汉乐府跟《世说新语》也用俗语，虽然现在已将那些俗语看作了古典。
戏曲和小说有的别忠奸，寓劝惩，叙风流，固然够得上标准，有的却不够儒雅，不算风流。
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这两种本没有地位，所谓不在话下。
不过我们现在得给这些不够格的分别来个交代。
我们说戏曲和小说可以见人情物理，这可以叫做“观风”的尺度。
《礼记》里说诗可以“观民风”。
可以观风，也就拐了弯儿达到了“儒雅”那个标准。
戏曲和小说不但可以观民风，还可以观士风，而观风就是写实，就是反映社会，反映时代。
这是社会的描写，时代的纪录。
在我们看来，用不着再绕到“儒雅”那个标准之下，就足够存在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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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无关政教也不算风流的笔记，也可以这么看。
这个“人情物理”或“观风”的尺度原是依据了“儒雅”那个标准定出来的，可是唐代中叶以后，这
个尺度似乎已经暗地里独立运用，这已经不是上德化下的尺度而是下情上达的尺度了。
人民参加着定了这个尺度，而俗语的参入文学，正与这个尺度配合着。
　　说是人民参加着订定文学的尺度，如上文所提到的，该起于春秋末年贵族渐渐没落平民渐渐兴起
的时候。
这些受了教育的平民加入了统治集团，多少还带着他们的情感和语言。
这种新的士流日渐增加，自然就影响了文化的面目乃至精神。
汉乐府的搜集与流行，就在这样氛围之中。
韩诗解《伐木》一篇说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正是“人情物理”，正是“观风”，这说明了三百篇诗的一些诗，也说
明了乐府里的一些诗。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自然周代的贵族也会如此的，可是这两句话带着浓重的平民的色彩，
配合着语言的通俗，尤其可以见出。
这就是前面说的“参加”，这参加倒是不自觉的。
但那“人情物理”或“观风”的尺度的订定却是自觉的。
汉以来的社会是士民对立，同时也是士民流通。
《世说新语》里记录一些俗语，取其自然。
在“风流”的标准下，一般的固然以“含英咀华”的语言为主，但是到了这时代稍加改变，取了“自
然”这个尺度，也不足为怪的。
　　唐代中叶以后，士民间的流通更自由了，士人是更多了。
于是乎“人情物理”的著作也更多。
元代蒙古人压迫汉人，士大夫的地位降低下去。
真正领导文坛的是一些吏人以及“书会先生”。
他们依据了“人情物理”的尺度作了许多戏曲。
明代士大夫的地位高了些，但是还在暴君压制之下。
他们这时却恢复了文坛的领导权，他们可也在作戏曲，并且在提倡小说，作小说了。
公安派、竞陵派就是受了这种风气的影响而形成的。
清代士大夫的地位又高了些，但是又在外族统治之下，还不能恢复元代以前的地位。
他们也在作戏曲和小说，可是戏曲和小说始终还是小道，不能跟诗文并列为正宗。
“人情物理”还是一种尺度，不能成为标准。
但是平民对文学的影响确乎渐渐在扩大。
原来士民的对立并不是严格的。
尤其在文学上，平民所表现的生活还是以他们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士大夫生活为标准。
他们受自己的生活折磨够了，只慕羡着士大夫的生活，可叉只能耐着苦羡慕着，不知道怎样用行动去
争取，至多是表现在他们的文学就是民间文学里；低级趣味是免不了的，但那时他们的理想是爬上高
处去。
这样，士大夫的文学接受他们的影响，也算是个顺势。
虽然“人情物理”和“通俗”到清代还没有成为标准，可是“自然”这尺度从晋代以来已渐渐成为一
种标准。
这究竟显出了人民的力量。
　　大清帝国改了中华民国，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配合着“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
大家拥戴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民主与科学。
但是实际上做到的是打倒礼教也就是反封建的工作。
反封建解放了个人，也发现了民众，于是乎有了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前者是实践，后者还是理论。
这里得指出在那个阶段上，我们是接受了种种外国标准，而向现代化进行着。
这时的社会已经不是士民的对立，而是封建的军阀官僚和人民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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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开设学校，受教育的人大量增多。
士或读书人渐渐变了质，到这时一部分成为军阀和官僚的帮闲，大部分却成了游离的知识阶级。
知识阶级从军阀和官僚独立，却还不能跟民众联合起来，所以是游离着。
这里面大部分是青年学生。
这时候的文学是语体文学，开始似乎是应用着“人情物理”、“通俗”那两个尺度以及“自然”那个
标准。
然而“人情物理”变了质，成为“打倒礼教”就是“反封建”也就是“个人主义”这个标准，“通俗
”和“自然”也让步给那“欧化”的新尺度：这“欧化”的尺度后来并且也成了标准。
用欧化的语言表现个人主义，顺带着人道主义，是这时期知识阶级向着现代化的路。
　　五卅运动接着国民革命，发展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于是“反帝国主义”也成了文学的一种尺度。
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学自然也在其中。
胜利却带来了一个动乱时代，民主运动发展，“民主”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
这时候知识阶级渐渐走近了民众，“人道主义”那个尺度变成为“社会主义”的尺度，“自然”又调
剂着“欧化”，这样与“民主”配合起来。
但是实际上做到的还只是暴露丑恶和斗争丑恶。
这是向着新社会发脚的路。
受教育的越来越多，这条路上的人也将越来越多，文学终于要配合上那新的“民主”的尺度向前迈进
的。
大概文学的标准和尺度的变换，都与生活配合着，采用外国的标准也如此。
表面上好像只是求新，其实求新是为了生活的高度、深度或广度。
社会上存在着特权阶级的时候，他们只见到高度和深度；特权阶级垮台以后，才能见到广度。
从前有所谓雅俗之分，现在也还有低级趣味，就是从高度、深度来比较的。
可是现在渐渐强调广度，去配合着高度、深度，普及同时也提高，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
要使这新尺度成为文学的新标准，还有待于我们自觉的努力。
　　朱自清　　（原载1947年5月8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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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卅运动接着国民革命，发展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于是“反帝国主义”也成了文学的一种尺度。
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学自然也在其中。
胜利却带来了一个动乱时代，民主运动发展，“民主”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
这时候知识阶级渐渐走近了民众，“人道主义”那个尺度变成为“社会主义”的尺度，“自然”又调
剂着“欧化”，这样与“民主”配合起来。
但是实际上做到的还只是暴露丑恶和斗争丑恶。
这是向着新社会发脚的路。
受教育的越来越多，这条路上的人也将越来越多，文学终于要配合上那新的“民主”的尺度向前迈进
的。
大概文学的标准和尺度的变换，都与生活配合着，采用外国的标准也如此。
表面上好像只是求新，其实求新是为了生活的高度、深度或广度。
社会上存在着特权阶级的时候，他们只见到高度和深度；特权阶级垮台以后，才能见到广度。
从前有所谓雅俗之分，现在也还有低级趣味，就是从高度、深度来比较的。
可是现在渐渐强调广度，去配合着高度、深度，普及同时也提高，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
要使这新尺度成为文学的新标准，还有待于我们自觉的努力。
　　秦之前的歌谣、两汉的歌谣、汉魏的乐府、建安以前的汉诗、汉魏乐府诗歌、宋是词的黄金时代
、金元明散曲的发生和进展、清的诗与词、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三国志演义》的历史、《
水浒传》的历史、《西游记》的历史、《金瓶梅》的历史、《红楼梦》的历史⋯⋯本身告诉你关于中
国古典文学史的故事。
　　本书是《大师讲堂丛书》系列之一的《文苑历程（大师的文学课）》，书中包括了：秦之前的歌
谣、两汉的歌谣、汉魏的乐府、建安以前的汉诗、汉魏乐府诗歌、宋是词的黄金时代、金元明散曲的
发生和进展、清的诗与词、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骈文渐成时代之散文、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等内容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师的文学课>>

书籍目录

前言一、古代诗歌的历史之一（主讲：梁启超）第一讲　秦之前的歌谣第二讲　两汉的歌谣第三讲　
汉魏的乐府第四讲　建安以前的汉诗第五讲　汉魏乐府诗歌二、古代诗歌的历史之二（主讲：施慎之
）第一讲　唐是诗的黄金时代第二讲　宋是词的黄金时代第三讲　金元明散曲的发生和进展第四讲　
清的诗与词三、古代散文的历史（主讲：陈柱）第一讲　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第二讲　骈文渐成时代
之散文第三讲　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第四讲　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第五讲　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
四、古代戏曲的历史（主讲：吴梅）第一讲　金元人的戏曲第二讲　明人的戏曲第三讲　清人的戏曲
五、古代小说的历史（主讲：鲁迅）第一讲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二讲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
论述第三讲　《三国志演义》的历史第四讲　《水浒传》的历史第五讲　《西游记》的历史第六讲　
《金瓶梅》的历史第七讲　《红楼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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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传统的文学以诗文为正宗，大多数出于士大夫之手。
士大夫配合君主掌握着政权。
做了官是大夫，没有做官是士；士是候补的大夫。
　　——朱自清　　明季以来。
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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