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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现代"文学#名义试探! 由朱希祖回溯周氏兄弟

陈雪虎

摘!要! #文学$之名得到系统宣示!西来内涵进入相应体制!形塑百年来现代文学文化!其开端当以朱希祖发表论文'文
学论(为标志) 大学体制中的文学教授!通过论文的形式!正式宣阐#文学$的内涵和义界!影响逐渐扩散披及社会!其功
效非一般社会言论和学理探讨可以比拟) 朱氏文论和观念主要来源于周氏兄弟!而十年前留学日本的周氏兄弟是最先
一批参考和鼓吹西方现代意义上文学的青年学人!虽然仍处于传统的压抑和成长的波动中!但其心中现代文学之审美情
思和兴发感动已汹涌澎湃!呼之欲出) 经过晚清民初十余年的蕴蓄!终于在五四时代借由文学革命而繁枝散叶并开花
结果)
关键词! #文学$+!现代性+!文章+!朱希祖+!周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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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意义上作为总名的&文学'是新兴术
语(其内涵主要来自西方(在晚清中国其名义尚未
得到明确宣阐* 在 "# 世纪初(体制层面上的国族
文化建制活动业已发动(大体以壬寅#癸卯学制
为标志(设置所谓&文学科'* 虽然张之洞等老派
学者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竭力维持
传统&文学'意涵(但借由西来的范型和影响(已

使&文学'无可避免地发生转义(并在社会上得到
少数精英的呼应* 比如在王国维那里(诗歌,小
说,戏曲等&文字'与图画,音乐,雕刻,书法等一
起同属于美术(其$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 年"感慨传统文学地位的卑下和不独立(鼓
吹应当树立美术之&神圣之位置'* 其后$文学小
言%和$屈子文学之精神% !&)#% 年"则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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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一词(其内涵所指已与现代观念无大差
别($人间嗜好之研究% !&)#$ 年"并列使用&文
学'与&美术'(认为&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是
&成人之精神的游戏'* 王氏使用新学语(张扬
&文学'新内涵(在当时立论孤峻(出语新峭(影响
并不大(但西来意涵已经渗入中土(变革的激情在
青年学人心中激荡翻腾(蕴蓄着的新生力量到底
不可小觑* 这方面已有不少研究* 本文主要探讨
的是现代&文学'之名义如何在五四时代宣示和
确立(分析这种文学观念的渊源(及其包蕴着的相
关文教思路,文学想象和文化批判内涵*

体制宣示! 朱希祖+文学论,的意义

&文学'之名得到系统宣示(西来内涵进入体
制(形塑百年来现代文学文化(当以朱希祖发表在
$北京大学月刊%&)&) 年第 & 卷第 & 号的论文$文
学论%为标志* 朱希祖!&*$* 年#&)++ 年"(早年
受学于章太炎(&)&( 年受聘于北京大学(先后担
任预科教授,文科教授,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
学系主任,史学系主任(直到 &)(" 年* 在 &)"# 年
出任史学系主任之前(主要服务于中文系* &)&$
年 && 月 ") 日$北京大学日刊%存$文科本科现行
课程%(其中记载朱希祖给中国文学门一年级学
生开&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古迄建安"'(给二年级
学生开&中国古代文学史'(给英国文学门一,二
年级学生开&中国文学史要略'* 而 &)&) 年至
&)"# 年度$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显示(朱
希祖所开课程包括) &中国文学史要略'(" 学时3
&中国文学史!一"'!欲专习中国文学者习之"("
学时3&中国诗文名著选'(+ 学时3&史学史'(& 学
时* 这表明朱氏已到历史系授课(但主要精力仍
在中文系!陈平原 +"*

&)&) 年初是个微妙的时间节点* 当时编撰
$新青年%的新文化诸君正在鼓吹&文学革命'(其
影响力主要仍在社会少数精英内外* 而 &)&) 年
以前朱希祖虽同属新文化人(但比起胡适或同门
周作人,钱玄同来(其文学观念仍恪守乃师章太炎
的观点(与&文学革命'并未发生较多交集* 作为
国文研究所主任(朱氏在其 &)&$ 年 && 月 ' 日日
记中写道)

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

者!大略分为三派0 黄君季刚与仪征刘
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
古文饬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
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
饬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 桐城姚
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
城派者也$ 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 余
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
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
同$ 此又一派也$ "朱偰 &%"#

此间观念界限分明* 当时国文系要求讲授&中国
文学史'(朱氏在 &)&% 年便已成稿$中国文学史
要略%(其中讲文,讲诗,讲词,讲南北曲(可就是
不涉及小说*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 年秋天吴
梅进入北大任教(吴氏编写文学史讲义(已不能闭
门造车(不能不受同事鼓吹新文化的影响(小说于
是成为其文学史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类* 这样看(
在新文化运动刚开始时朱氏文学思想确实没有紧

跟新思潮*!

正当北京大学内部的新旧之争日渐激烈之

时(朱希祖作为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
学系主任(做出了全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和&文学
革命',加盟新思潮阵营的抉择*"&)&) 年 & 月 "*
日朱氏致信$国故%月刊编辑部(以&当日开成立
会时(未造刘宅'和&校事甚忙(无力兼顾'为由坚
辞$国故%编辑部编辑一职* 由此(朱氏开始积极
响应&文学革命'(与新文化派诸君相与议论(提
倡白话文学(以及民治与科学等思想* 是年他还
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刘复,胡适等向教育部
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议案三件(即$请从速加添
闰音字母以利通俗教育的议案% $请颁行新式标
点符号的议案% $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促
进国语统一和白话文推广* &)"# 年又与郑振铎,
叶圣陶,沈雁冰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这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影响深巨*

以$文学论%为标志(朱希祖在 &)&) 年前后
文学观念转换(显然经过思想斗争* 区隔于老师
章太炎(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思想勇气* 在 &)"#
年正式刊行$中国文学史要略%时(朱希祖特意在
$叙%中(郑重声明此书&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
相同'(&讲演时当别授新义也') &盖此编所讲(
乃广义之文学* 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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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
所谓纯文学也*'他确认&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
同'了!&中国' "+&"*

$文学论%开篇即云) &吾国之论文学者(往
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
域3而文学之所以与其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
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
置而不论* 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
全*'#

指责过去文学观念&以文字为准'(&往往
浑而不析(偏而不全'(此言在朱希祖口说出(实
在不容易* 在清末民初论文&以文字为准'的(正
是自己老师章太炎(而且朱氏本人也奉信不疑*
但如今(朱希祖认定&论文学须有独立之资格'(
行文小注直接自剖) &吾师余杭章先生著文学论(
即主此说(分文学为十六科* 希祖曾据此论编
$中国文学史%(凡著于竹帛者(皆为文学* 二年
以来(颇觉此说之不安(章先生之教弟子(以能有
发明者为贵(不主墨守(故敢本此义以献疑焉*'

这是决绝的意见* 面对强大的老师及其义例
俱足的文学论(朱希祖不得不整顿精神(多方回应
老师观点及其下辖的诸多命题* 现在朱氏强调(
文学不能无所不包(如果完全以文字为准(文学则
必然包括学术(而文学&在欧美亦早离各学科而
独立'* 体现出国族体制整顿安排文教整体的用
心* 针对&国家文学不妨殊异(故欧美文学自可
如彼(中国文学理应如此'(&盖吾国文学(舍哲理
外无有焉(舍历史外无有焉(舍诗词杂文外无有
焉(文学范围(至为广博'的问难(朱氏抵制云)
&鄙人二年以前(亦持此论(今则深知其未谛* 盖
前所论者(仍以一切学术皆为文学(不过分为说
理,记事,言情三大纲耳* 此以言文章则可(言文
学则不可* 何则+ 文章为一切学术之公器(文学
则与一切学术互相对待(绝非一物(不可误认*'
舍文章和学术而独立文学的用意甚明* 针对&文
学既离诸学科而独立产(即文学空无一物(何所凭
藉以有独立之资格'的说法(朱氏辩驳云) &离之
云者(非屏绝一切学术之谓(不过以文学为主体(
而运用分剂诸学科以为其基础而已* 若吾国以一
切学术为文学(则主体在一切学术(而不在文学*
今世文学家之旨趣(与宗教家异(与哲学家异(与
政治,法律,伦理诸家亦异(其他种种(不胜枚举*
其精神贯注于人类全体之生命(人生切己之利害(
谋根本之解决(振至美之情操3其成败利钝(固不

可一概论(而具独立之资格(则无可疑者也*'由
此(朱希祖端出文学的现代名义) &其精神贯注于
人类全体之生命(人生切己之利害(谋根本之解
决(振至美之情操'* 朱氏甚至声言) &一年以来(
吾国士大夫有倡言文学革命者(鄙人独倡言文学
独立* 革命者(破坏之事3独立者(建立之事* 互
相为用(盖有不可偏废者*'如此标举&文学'名
义(强调文学之&独立'($文学论%其实也不啻于
对师承的&革命'*

朱希祖在文学名义及观念上的&革命'(在当
时北大国文系内外是标志性的* 同一年(朱希祖
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些倡导和支持新文学
运动的文章(比如第 % 卷第 & 号和第 + 号上的$白
话文的价值%和$非&折中派的文学'%* 前一篇再
三辨正白话文的价值(批评那些认为白话文不如
文言文的种种说法* 文章主要基于近世民主时
代(抨击那种唯古,装雅的贵族标准及其&自私自
利'(也剖析那种借&外国文言何尝一致'的说法
来反对现在的白话文学的观点* 朱氏强调文学不
是&离却现代的社会与人生(而欲为千秋万岁后
的读者计划'(&文学最大的作用(在能描写现代
的社会(指导现代的人生'(&供给现代人看的文
学作品必须以现代的白话写之'* 白话文写作(
就其正面的价值而言(不仅易学,有利(&句句是
真话'(而且有利保持开放态度(吸纳&世俗的语
与外来的语' &运用自在(活泼泼地'(消化容易(
有利于人生(可以防止&食古不化'* 后一篇其实
是针对有人将朱氏视为&折中派'的辨白* 朱氏
认为(&折中'二字&是新旧杂糅的代名词(就是把
旧材料用新法制组织的代名词(或是旧材料新材
料并用的代名词3这是我们中国社会上最流行的
思想和主义'(是&换汤不换药'* 朱氏宣称自己
是&非折中派的文学'(文学新旧不能仅从文字判
断(必须从&思想主义上讲') &要晓得旧思想不
破坏(新事业断断不能发生的3两种相反对的主
义(一时断不能并行的'(&所谓维持现状的办法(
是断断靠不住的'* 由此他强调&真正的文学家(
必明文学进化的理'(&就是现代的时代(必比过
去的时代进化许多'(&所以做了文学家(必定要
把过去时代的文学怎样进化(研究清楚(然后可以
谋现在及将来的进化* 所以研究旧文学(正是是
为新文学的地步* 而且研究旧文学(是预备批评
的3创造新文学(是预备传布的*'这些文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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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民主立场和进化论角度立言(都是旗帜鲜
明的取态*

$文学论%的重要性(其实在于朱希祖的身份
及其写作所在的文化体制* 正式标举文学&独
立'(强调&纯文学'(鼓吹文学&以情为主(以美为
归'(这些提法其实并不新鲜(重要的是这里由留
洋新派且是章太炎先生高徒的朱希祖(在北京大
学国文系以教授的身份(通过正式的论文发表出
来(自然很有分量* 这说明新的文学观念已经足
够强大(而终于被核心体制认可,接纳和宣示(并
且进一步消化和推广开来* 这里强调$文学论%
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主要就是强调作为事件的现
代性内涵(通过这一现代文化机构和体制宣示(表
明现代文化生产的内在逻辑已经孕育成形(西来
观念在中土体制已经扎根(其后在一般社会层面
现代文学观念渐次发挥功能已属当然* 也就是
说(经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相当一段时间的蕴蓄(通
过$文学论%的发表(现代&文学'名义终告确立*

"感动之作用#! 文学独立的文教思路

从学理逻辑上言(朱氏文学观念仍有不少模
糊,含混和虚弱之处(创新程度和言说力度亦非独
到* 比如(论文阐述&论文学须有极深之基础'(
只能批驳说章师所言&文学'不过是&文'的&法
式') &夫法式者(文学之外事(仅及乎文字而
止'(&文学之内事' &所谓学术者(实未尝置论'*
而自己的论述也只是&文学有内事(有外事* 内
事或称内容(即思想之谓也3外事或称外形(即艺
术之谓也* 欲内外事之完备(必有种种极深之科
学哲学以为基础'(完全起用西来范畴(并无解
说(并且对文学&思想'或&内容'的特点或规定性
也不能深入说明* 深究起来($文学论%最可取之
处即在于力图树立文学本论(在追寻文学根本时
将文学系于感情(从而确立文学的&感'性品质*
在论述文学&有巨大之作用'时(朱希祖强调&以
能感动人之多少为文学良否之标准')

是故文学要义有二0 其一!文学既
以感动为主!则不出以教训方法使之强
迫灌注!而出以娱乐方法使之自由感动$
盖他动之力暂而小!自动之力久而大也$
是故文学作家!全以美情为主!无秽浊鄙

陋之气杂于其间!一如绘画(雕刻(建筑(
音乐!使人对之!有舍去百事乐而从之之
念$ 舍去百事!则秽浊鄙陋之气捐矣/乐
而从之!则至诚爱慕之情生矣$ 世间未
有无美丑之抉择而能动情者!亦未有不
动情而乐于从事者$ 故文学以情为主!
以美为归$ 其二!文学既以感动多数为
主!则不以特别之知识为标准!而以普通
之知识为标准$ 盖寻常日用普通切己之
事实!非有高深缜密之学理为之纲纪!即
不能秩然有章$ 天下之乱!人类之苦!多
伏于此!故文学家必以至高之学识(至美
之感情!以最浅显之文言!写最普通之事
实!使人类读之!得决然舍去至乱至苦之
境!而就至治至乐之境!即舍去至秽之
境!而就至美之境$ 感动愈多!则人类之
幸福愈大$ 故文学不以少数高等读者为
主!而以多数群众读者为的$ 准此!则文
学之文!与历史科学哲学之文!其作用之
不同可知矣$ "%朱希祖文存& '(,'+#

在这里(文学与感情的关系模式被显著地突出起
来* 朱希祖明确其借引根据是英国人 G4?-5!即
今译培根"和日本人太田善男的$文学概论%) 前
者强调分学术为史学,诗学和理学三大类而诗学
以想象为主(后者则认为诗为主情之文(历史哲理
为主知之文(并且&惟称主情文为纯文学(主知文
为杂文学(其弊与吾国以一切学术皆为文学相
同'云云* 朱氏还强调文学有&美妙之精神'(并
且与&感动作用'有正相关性)

)**+文学须有美妙之精神$ 上
言文学!以感动为主0 感动多者!其文学
必良/感动少者!其文学必窳$ 夫感动之
作用!美妙之精神为之也$ 是故精神愈
美妙!则感动之力愈强大$ 不观德之
C2;3V.?=;乎!以其超人主义发而为诗!辗
转感动!酿成德国之大战争!大地各国均
为震憾$ 又不观乎俄之 9-1.3-2乎!以其
人道主义发而为小说!辗转感动!酿成俄
国之革命!潜势所趋!方兴未艾$ 夫
C2;3V.?=;(9-1.3-2之文学孰是孰非!或皆
是皆非!孰胜孰败!或皆胜皆败!姑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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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而二家之所以感动人心如是之深且
大者!实皆具美妙之精神!则彰彰不可掩
者也$ 观此!则知文学精神之美!足以震
撼大地!操纵人类$ 谓文学为无用者!可
以关其口/而作无用之文学者!亦可以变
计矣$ "%朱希祖文存& '(,'+#

论文夹注有对尼采和托尔斯泰文学思想及其影响

的介绍(其后又纵论文学影响的普遍性) &世间美
之至者(可以使人捐其身命(乐而从之* 譬诸美
人(为之情死者实繁有徒(则美之感动力为之也*
0112文学之精神为天下至美之品(则写为英
国,法国文(不损其美也3写为德国,俄国,意国文(
不损其美也3写为中国,日本文(亦不损其美也*
观此(则知世间至美之物(其感动人之深且广(固
不可以国度限矣*'不管这里议论是否因应时俗
而多有夸张(仅此数段足见其对&感动之作用'及
其普遍性的推崇*

太田善男的分类依据显然是当时西方流行的

文论原理(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论资源上以英
国浪漫主义文论家德-昆西!9=-/4.];[725?;H(
&$*' 年#&*') 年"为主* 德-昆西在讨论大诗人
蒲伯时(强调文学作为&力的文学'而与&人'发生
更为紧密的关联(文学由此不仅与人类的普遍利
益相关联(而且文学作为力的文学而高于知识文
学(其功能更高级(富于想象(充满感情(由怡情悦
性,同气交感而发生作用*$

这一说法突出彰显文

学具有&力'而区隔甚至优胜于&知'(这在当时笼
罩世界的注重实利而以机械唯物为尊的 &) 世纪(
对世俗民众颇具说服力(即使是对人文学者也深
具魅惑(更何况人文学问在庞大坚固的科学机械
世界面前正思欲召唤和恢复整体而超越的精神

力量*
值得深究的是突出文学具有&感动之作用'

这一观念背后的西来逻辑* 就西学脉络而言(将
文学艺术与肉身感性关联起来的思路(也是数世
纪以来西方文化合理分化的结果* 其中关节非常
复杂(刘小枫的文章$审美主义与现代性%曾大体
梳理西方文化如何将肉身感性树立为此岸支撑并

建立审美现代性之文化逻辑的过程)

主体性意识高涨的动力因素是什

么1 为什么黑格尔在宗教改革(启蒙运

动和法国革命中看到主体性原则!与信
仰和知识的关系相涉!并且把主体性与
精神的概念联结起来1 按照西方思想的
二元论传统!精神与感性生命处于一种
紧张关系之中$ 当黑格尔把主体与精神
"或理性#联结起来时!主体性与感性的
联结已先完成!而审美性的理念恰恰在
这时出现$ 为感性个体生命的此岸定
位!是关键性的重点0 审美性乃是为了
个体生命在失去彼岸支撑后得到此岸的

支撑$ 由此看来!凡俗表明个体和社会
的生存根据的根本改变!因此!人们可以
从社会制度层面和个体心性层面来审视

凡俗$ )**+审美的世界态度意欲2重
新发现并神化此岸世界3!要为感性的
在性品质恢复名誉$ 审美的世界态度作
为一种精神诉求!与启示宗教的彼岸品
质遂生龃龉$ )**+合理性与审美性
有一个共同点0 均要删除古典基督教的
彼岸世界对此岸世界的管辖权$ "刘小
枫 (#&((#(#

这种把握是总体性的(关键是西方的文化逻辑是
如何进入到中土的呢+ 如果说西方传统是将黄金
彼岸设立在未来的审判时刻(那么中国传统则是
把上古三代设置为理论上的太平之世(而自现代
以来(西方开始逐渐正面看待此岸世界(并将与此
相应的幸福美好落实到现世的肉身感性之&在'
及其过程之中* 及至 "# 世纪初年的中国(人们也
已不得不悬搁或背对传统天理观及其以理制欲的

文化正统(如今更是希冀透过分工自立的文学来
张扬这种 &自由感动' &普遍'而 &浅显'的 &美
情'* 在这种想象中(因为文学&以情为主(以美
为归'(所以&舍去百事(则秽浊鄙陋之气捐矣3乐
而从之(则至诚爱慕之情生矣'(并且由此具有普
遍性的美情的文学&使人类读之(得决然舍去至
乱至苦之境(而就至治至乐之境(即舍去至秽之
境(而就至美之境'* 这一条感情及人心救治之
道(实在令困境中的国族无限期羡*

正是这种引入西方逻辑并转换本土体系的努

力(中国新文学毅然决然抛弃了传统的人情事理
及其文化架构(而越发走向西方近代以来重感性
求普及的资产阶级市民美学了* 就中国文学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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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突出文学与感情的内在关联性(实乃 &) 和
"# 世纪之交当时先进思想者在直接或间接接触
西学及其内在逻辑之后的某种领悟* 而这个领悟
的过程(也是将这一逻辑和概念引进中土并逐渐
打败传统文化及其内在逻辑的必要论证过程* 只
有移植并确立这一关联逻辑(新的文化逻辑及其
话语才能取得一席之位(进而取得现代文化发展
方向和话语竞争上的主导权*

追究朱希祖$文学论%的学术资源比较方便*
可以讲这其实是晚清以来中西文学观念相互摩荡

的结果* 在世纪初梁启超鼓吹文化诸界之&革
命'那里(即已急切寻找某种与民众文化生活相
接近的文学体式(注入政治鼓吹和新民思想的启
蒙意图(显然是在想象西方文化,观察日本文学后
领悟到文学可以作为政治或思想的感性身段* 在
写作$去毒篇%和$人间词话%时(王国维强调宗教
和美术作为&国民之感情'救治的手段(而美术
&适于上等社会'(&所以供国民之慰藉' !王国维
"(#"%"(显然正是接受了西来感性理性分立而
以纯文学为个人及国民感情疗救之手段的思想*
民国肇造前后(文学文化与兴发感动紧密关联(已
逐渐成为新派士子和新文化派阶层的基本思想预

设* 比如(&)&" 年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
出所谓&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
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
废'的&五育并举'方针(突出彰显了美育和情感
教育的重要性* &)&$ 年 + 月 * 日在蔡元培在北
京神州学会作&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说(又明确
强调&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
莫若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蔡元培 %*#
$""* 蔡氏彰显文学艺术之于感情的思路(在当
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以
及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其思想和主张对
朱氏不可能没有影响*

"人生思想之形现#! 文学的魅力与想象

还可以追究直接的资源和思想上的影响* 如
果说朱希祖明确表态支持白话文运动主要是受到

同门影响(以及胡适之 &)&* 年 + 月发表的$建设
的文学革命论%的鼓动(那么朱氏文学新观念应
该与留日时期的周氏兄弟所鼓吹的&摩罗诗力'
和&文章使命'有更大的关系(尤其是周作人在十

年前写作$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今论
文之失%所鼓吹的内容(很有可能成为朱氏写作
时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详析$文学论%知识来
源和理论条析(可以发现(有相当部分与周作人在
&)#* 年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
今论文之失%相契(甚至可以说是亦步亦趋* 可
以推测朱氏写作$文学论%对周氏兄弟尤其是周
作人早年文论阅读材料的重要参引* 另查$朱希
祖先生年谱长编%可知(朱氏这一阶段与周氏兄
弟尤其是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作人过从密切(
其间与周氏兄弟之间书籍借阅往还也相当频繁(
朱氏在 &)&) 年主编$北京大学月刊%前后也经常
向周作人积极约稿(此间的相互影响是不言而喻
的!朱元曙!朱乐川 $" $+, $% $$, $) *#,
*',&#$ &#)3朱希祖(&朱希祖书信集' "%$"*

周氏兄弟给朱希祖带来的新鲜内容是什么

呢+ 朱希祖$文学论%中所表明的西来知识范型(
以及以&感'为核心的文学本论(其实正是十年前
留日周氏兄弟遭遇西来文学世界而热烈探讨的内

容* 留学日本时期的周氏兄弟大量接触西方近现
代文学(在他们身心中日益发育和正在形成的文
学思想在当时最为新锐(在百年现代文化进程中
也最为激进* 此中代表就是周作人发表在$河
南%&)#* 年第 * 期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
及中国今论文之失% !以下简称 $论文章之意
义%"* 这篇署名&独应'的论文(参照西方近现代
文学观念(对文学的意义,本体和使命进行了最为
直切的探讨(同时形成对当时孔学儒教思想和文
学论述直接批判* 论文在当时影响并不大(但它
对文学的界说事实上成为五四以降现代文学观念

的主流思想* 上述朱希祖$文学论%对&力的文
学'思想的征引(以及 "# 年代诸多&文学概论'课
程和教材可为明证*

$论文章之意义%的特色在于其间洋溢着对
普遍化理论的建构冲动* 这种普遍化诉求最直接
体现在其理论建构(这在当时中国汉语界可谓最
为直接的西来知识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论文的
关键术语是&文章'(周作人采用该词作为文学的
总名(以此涵盖拟想中的各种体裁和文类* 这显
然是受到章太炎&文学复古'思路的影响(力图竭
力保存汉土本来术语范畴(所以采用&文章'一
词* 不过在周作人这里(&文章'一词又有着以此
区别于老师经略&文'界时&过于宽泛'且完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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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传统为验的意图* 论文比较西来众说(从中
采纳美国人宏德!9=;-6-8;EDO753"的思想(重
新界说了&文章'的内涵)

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
象(感情(风味"34.3;#!笔为文书!脱离学
术!遍布都凡!皆得领解"253;112F2>1;#!又
生兴趣"253;8;.325F#者也$ "周作人 +&#

论文就此这一界说从四个方面加以敷陈演述* 首
先(文章必得&笔为文书'&形之楮墨'* 周作人认
为(&古今演说之词仅为言谈(例不得列* 即固至
美尚(无有愧色(亦必待转诸记录(及有定式而后(
乃称文章*'所以&至论文之时(欲划然确定其界
而不可混(则声音与楮笔间有不得不严以别之
者*'文章必要区别于演说和口说(在这一点上(
周作人坚持老师的逻辑界说*

其次(文章&必非学术者也'* 周作人强调(
要以&专业'的名义把历史,传记,编年,表解,统
计,图谱等从文章中分离出去(并且把文章的主要
功能界定为&表扬真美(普及凡众之人心(而非仅
为一方说法'* 这里突出体现出文学以普遍化的
名义(突破传统(自觉确认自身为现代市民大众服
务的现代文化潮流*

其三(文章是&人生思想之形现'* 在力图避
免章太炎所批判过的&彣彰'论的覆辙(排御&过
宗美论,唯主藻词'的唯美主义文论后(周作人也
回击文家&必思想家而后可'&非学子莫胜'的&偏
于绩学为文'的学问家文论* 他强调&文章须能
感!.;5.2>1;"'的本质(并将之发挥为&贵能神明相
通')

)**+"文章#其形虽成于文字!而
灵思所寄!有更玄崇伟妙!不仅及一二点
画而止者$ 又文章之德!固亦有娱乐一
端!然其娱乐之特质亦必至美尚而非鄙
琐$ 故其结构!虽取意雅丽!期有以动人
情!顾即谓可以不灵或离思而独在!则又
非是$ 诗歌(说部无论矣!即诙谐滑稽之
文!意匠经营本不外悦人之意!而其文心
词致要亦有灵明之气以为之主也!所谓
思想之形现是已$ 亚懋孙曰0 -文章者!
至美思想之载书$.摩来 "U-81;H#曰0

-凡有文章!广大清明而具美相!人于是
中得与至理人情为会之书也$.若夫文
胜质亡!独具色采而少义旨!斯为失衡$
虽或为文字所能有事!第以言文章!不云
当也$ "周作人 +",+(#

相对于老师章太炎的文学界说(周作人强调&能
感'和&思想'(突出了&人'在文学世界中的主体
地位(而指责仅&文字'界说文学可能形成对主体
精神和&灵思'的遗忘* 周作人同时标举&灵思'
&灵明之气' &至美思想'和&至理人情'(以此来
阐明所谓&人生思想'* 论文术语辗转牵合于于
古今之间(内涵并不清晰(但已大体描摹出所谓
&文章'侧重强调的,类似现在人们所说的&活的'
&思想内容'的意涵*

其四(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状( &具神思
!26;41",能感兴!2/04..2-5;6",有美致!4832.32?"'*
思想虽然是文章的&宗主'(但&宗主'&顾便独在(
又不能云成'* 也就是说(&文章思想(初既相殊
而莫一(然则必有中尘!/;627/"焉为之介而后合
也'* &人生思想'必待其&形现'和&中尘'而圆
成(&中尘非他(即意象,感情,风味三事!小注) 即
贯所举三状之质地"合为一质(以任其役'(&而文
章之文否亦即以是之存否为衡'* 周作力图从本
体和功能诸角度(确定文章的本体(他将&意象',
&感情'和&风味'三事&合为一质'* 只有这样(
形成人生思想形象的&形现'和&中尘'(以&人生
思想'为内核的&文章'方可具神思,能感兴和有
美致* 只有这 &形现'(这 &中尘'(才是文章之
&文'的根本标准*

大体而言(周作人循着一条更细腻复杂的思
想路径(认真探求文学的本体或&文学性'* 大量
借鉴的是当时糅合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为一体的

欧美文学理论(并且在当时西方文论前沿而奋力
权衡和选择)

言释文章!尚有余义!即中尘之用!
必三者匀合!乃称至文$ 道覃"]-K6;5#
有言曰0 文章者!诠释物色人情者也$
人情至隐!莫之能见!唯寄之于文!总合
三者!乃可见耳$ 虽然!使其作用侧宗一
解而缺调和!则有偏胜之患$ 主神思者
入于怪幻!重美致者沿为 -@\483S-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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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小注0 此言为艺术之艺术#!而感
情之说则又易入浅薄一流$ 一端傍长!
即不惜举他支而悉弃之$ 涵德不具!其
不中于文律者!正自然之势耳$ "周作
人 ++#

文学最重要的是深沉的&人生思想'(及其令人
&能感'而又出入&神思'的&形现'* 这种形现可
化身为类似于后来译为&形象'的&意象'(也可以
是最令人感受到的&感情'(甚至是更为悠远浑茫
的&风味'* 周氏罗列了当时最前沿的英美文论
原理* 最后他从功能角度确定&能感'作为&文
章'的指标)

故文章者!意象之作也$ 巴德勒又
言!文章实合事迹(灵明而成形$ 是犹言
文字之中有一物焉!足以令读者聆诵之
余!悠然生其感想!如爱诺尔德云须有兴
趣是也$ 以上所言!多关神思(感兴之
状$ 至言美致!则所贵在结构$ 语其粗
者!如章句(声律(藻饰(熔裁皆是$ 若其
精微之理!则根诸美学者也$ 集是三者!
汇为文章!斯为上乘$ 文人之流品亦视
此而定之$ 夫世果有覃思善感之人!而
不著之文!则不可见!或著之矣!无神思
以为中尘!斯其业亦败$ 且文之有待于
能感也!读书一过!泊如枯灰!无取焉矣$
而风味调和之要!尚为之殿焉$ 苟其无
是!虽他德既具!犹为未文!而况浇世寡
情绝采之作乎1 "周作人 +(#

&神思'是文章&能感'的高级式(综合着&感想'
&兴趣'和&感兴'等多种状态) &能感'可以作为
文章基本的功能性指标*

这样说来(文章的根本是&意象' &感情'和
&风味'(&实合事迹,灵明而成形'(其内核概言
之(即为&人生思想'(也可以视为种子* 而用以
包裹文章之根本和内核的质料(是由&文字'所承
载并呈现出来的,精粗不一的&结构'(可以是章
句,声律,藻饰和熔裁等形式技巧(也可以是精微
的艺术肌理和审美规律* 文章的功能是&能感'(
入流入品的优秀文章的效果是读者感受到&美
致'* 这样(由精神性的根本 !&意象'",内核

!&思想'"(和质料性的&文字'和&结构' !形式,
肌理及其规律"(以及功能性的 &能感' !&神
思'"(大体形成了一个文艺审美之本体的基本模
型和总体架构* 这是周作人追随着西方学者新
说(折衷以中土状况(殚精竭虑(弥合众说而整治
出来的*

周作人的架构显然来源于当时欧美民族的人

文话语和浪漫文论* 在其背后隐约若现的是整个
近现代欧美现代思想和文化的肌理* 所谓现代思
想和文化(其根本构造恰如康德黑格尔的美学,欧
美人文主义话语与浪漫派文论所揭示的(是在
&*,&) 世纪欧美市民阶级所再三致意和精心建构
的,以&精神'及相应理性为核心的理想主义或唯
心主义架构* 正是在此&思想'与&形现'的关联
中(欧美近现代文艺思想的基型得以树立* 而在
周作人这里(中国文学的思想和形塑正在转译,配
置和构型的过程(对此重大关联自然也没有忽略)

盖凡种人之合!语其原始!虽群至庞
大!又甚杂糅而不纯!自其外表观之!探
其意气之微!宜儳然无所统一!然究以同
气之故!则思想(感情之发现!自于众异
之中不期而然趋于同致$ 自然而至!莫
或主之!所谓种人之特色!而立国之精神
者是已$ )**+由是观之!质体为用!
虽要与精神并尊!顾吾闻质虽就亡!神能
再造!或质已灭而神不死者矣!未有精神
萎死而质体尚能孤存者也$ 哲人觇国!
讨探其盛衰兴废之故!或反观既往以远
测其将来!亦但视精神之何而已!宁必张
皇鹗顾!窃计其执兵之数而为之据哉1
夫固知灵明美伟者之必兴!愚鄙猥琐者
必耗!而亡国灭种之大故!要非强暴之力
所能独至也$ )**+"周作人 ((,(+#

)**+盖精神为物!不可自见!必
有所附丽而后见$ 凡诸文化!无不然矣!
而在文章为特著$ )**+凡自土木金
石绘画音乐以及文章!虽耳目之治不同!
而感人则一$ 特文章为物!独隔外尘!托
质至微!与心灵直接!故其用亦至神$
言!心声也/字!心画也$ 自心发之!亦以
心受之$ 感现之间!既有以见他缘!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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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觇自境$ 英人珂尔埵普",-783=-0;#
曰0 -文章之中可见国民之心意!犹史册
之记民生也$.德人海勒兑尔"O;86;8#字
之曰民声$ 吾国昔称诗言志$ 夫志者!
心之所希!根于至情!自然而流露!不可
或遏!人间之天籁也$ 故使读一国书!苟
能撷文苑之华!因以溯思潮之迹!则生民
情趣!正不难知$ 虽阅时千数百年!而草
蛇灰线间有陈迹之未湮者焉$ "周作人
(%,($#

通过西来思想的接引和转译(&文章'和&精神'占
据了最关键的位置* 一方面(就理解&精神'而
言(西来的二元论架构被接纳(&精神'与&质体'
相对(&精神'既为&种人之特色'(又是立国之国
魂(赖此&精神'(国人&乃足自集其群'(又&自为
表异'(发挥光大而&成文化力而强'* 借助这种
二元论(先前梁启超,严复们所未曾理解和认识的
&文化'和&文章'及其&精神'(成为新一代民族
主义的真精神髓(成为拯救民族的精神利器* 另
一方面(就理解&文章'而言(&精神'和&心声'
&民声'的内在性及其强大内蕴得到强调(与此同
时(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合理化进程也被内化(&文
化'的独立得以彰显(&文章'的&感现'也得到前
所未有的关注*

正是通过这种现代文艺审美之深层装置的构

造(文学在现代文化架构中的位置被突显出来)
&凡自土木金石绘画音乐以及文章(虽耳目之治
不同(而感人则一* 特文章为物(独隔外尘(托质
至微(与心灵直接(故其用亦至神*' &精神'在周
作人这里被本质化和实体化了(而文章&与心灵
直接'及其&感人'特质也得到极端强调* 也正是
通过这种西来横移的崭新知识型和理论架构(周
作人获得了凌驾当时汉语文学观念众说的位置*

"精神#与"诗力#! 文学与文化批判

留日时期周树人的文学立场和思想(大致与
周作人相同* 不过相比之下(兄长的视野更为宏
阔而不拘泥于教科书形态的文论* 同样发表于
&)#* 年的$摩罗诗力说%着力强调文学之职用在
于&涵养人之神思'(&启人生之閟机'(呼唤中国
的诗人应当&撄人心'(效仿&摩罗诗人'(而作&精

神界之战士'(&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超
脱古范(直抒所信'* 关于文学的界定(周树人将
文学放到文艺审美活动的整体学科格局中(并从
&本质'上给予规定)

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
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
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
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
"鲁迅!卷一 $(#

&文章'自觉归并到美术整个文艺部类之一部(并
在总体上强调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兴感怡悦'*
他自觉地采用德国古典美学的思路(强调文学艺
术对实用性和思想概念的超越性*

与此思路一致(青年周树人已有意识地把文
学和文化放置到近现代文明变迁主潮中加以审

理* &)&( 年在教育部任职时他发表$拟播布美术
意见书%(进一步阐述&美术'的性质)

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
用!译自英之爱忒"A83-8I25;A83#$ 爱
忒云者!原出希腊!其谊为艺!是有九神!
先民所祈!以冀工巧之具足!亦犹华土工
师!无不有崇祀拜祷矣$ 顾在今兹!则词
中函有美丽之意!凡是者不当以美术称$
)**+盖凡有人类!能具二性0 一曰受!
二曰作$ 受者譬如曙日出海!瑶草作华!
若非白痴!莫不领会感动/既有领会感
动!则一二才士!能使再现!以成新品!是
谓之作$ 故作者出于思!倘其无思!即无
美术$ 然所见天物!非必圆满!华或槁
谢!林或荒秽!再现之际!当加改造$ 俾
其得宜!是曰美化!倘其无是!亦非美术$
故美术者!有三要素0 一曰天物!二曰思
理!三曰美化$ "鲁迅!卷八 '#,'+#

所谓&美术'其实即当代所谓&文艺'(周氏强调文
艺本质和功能都在于&美化'* 此间从本质论角
度强调文艺作为美化的活动(其基本要素有三个
方面) 作为艺术再现对象的&天物'(作为主体艺
术创造活动的&思理'(以及作为艺术品特性和功
能的&美化'(而美术&与他物之界域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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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独立和文艺审美角度理解文艺(这是
一条与西方近现代文化较为接轨的现代性道路(
不妨称为审美现代性* 这条审美现代性思路在
"# 世纪初的晚清时代最为稀薄(数王国维和周氏
兄弟的敷衍和蕴蓄最为丰厚(其间的异同也值得
探究* 王国维接引叔本华等人的文艺观念(以
&厌世解脱的精神'作为文艺之独特性质(并且把
这种深刻的,具有现代慰藉功能的厌世主义和审
美游戏精神视为评价文学的依据* 在这种视角
中($红楼梦%被称颂为&悲剧中之悲剧'(这种悲
剧并非&政治的' &国民的'和&历史的'(只具有
一时一地之用(而是&哲学的' &宇宙的' &文学
的'(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 王国维认为$桃花
扇%在悲剧意识远远不能与$红楼梦%相比(又提
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在文学家'更是明显地
反对那种&新民'救国而无视文学自身独立性的
要求*

基于对西方文学的认识和借鉴(周氏兄弟更
为激进地反对传统文学的道德教化和直接功利的

取向* $论语%用&思无邪'一语概括$诗经%(但
在周氏兄弟看来其实是对文学的侮辱和桎梏*
$摩罗诗力说%认定孔子其实就是&许自繇于鞭策
羁縻之下'($论文章之意义%强调&自孔子定经而
后(遂束思想于一缚'(而&今言文章(亦第论文而
已(奚更牵缠旧惑(言治化为4'在周氏兄弟看来(
中国文学和文论一贯宣扬教化与政化(是从外部
的规范和强制力入手创作和探讨文学(而晚清末
造梁启超的改良群治,文学救国论(其实是传统思
想的延续(通过新兴报章和文学而甚嚣尘上* 为
此他们痛下针砭) &若论现在(则旧泽已衰(新潮
弗作(文字之事日就式微* 近有译著说部为之继(
而本源未清(浊流如故*'中国文学要现代化(还
必须鼓动新潮(正本清源(建立新型的现代文学
观念*

值得强调的是在文学观念深处周氏兄弟与王

国维相异的一面* 王国维的文学理想以席勒美学
所推崇的&游戏'状态为最高境界* 由此(所谓独
立于功利的&文学'(是离开了&文绣的文学'和
&餔餟的文学'的文学(但它也是一种与吸烟,喝
酒,博弈,田猎跳舞,书画古玩一般的嗜好(它大致
是一种对于深刻的厌世主义和忧郁症的直接的慰

藉* 其$人间嗜好之研究%坦承) &0112然余之
为此论(固非使文学美术之价值下齐于博弈也*

不过自心理学言之(则此数者之根柢皆存于势力
之欲(而其作用皆在使人心活动(以疗其空虚之苦
痛* 以此所论者(乃事实之问题(而非价值之问题
故也' !王国维 "$#(#"* 王氏承认文学不过是
一种安慰而已(因为深究西学的他无法解决科学
与价值的同一性问题(只好企图悬搁更高&价值'
判断* 虽然也主张文学独立和纯粹(但是周氏兄
弟却在与王国维不同的方向上(倡导着一种&立
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文学* 在这里(现代文
学的主流必须现世为人生(倡扬基于近代市民社
会开拓进取不断追寻的浮士德精神的(因此在这
种审美现代性思路中(文学的理想不仅要表现积
极进取的人生(而且有相应的社会承担* $论文
章之意义%鼓吹文章不仅是天才&裁铸高义鸿思'
的事业(&发扬神思'促人以高尚(而且文学对社
会负有表现的责任和使命(文学要&阐释时代精
神'(在衰世既&暴露时世神情(谴责群众'(又要
发扬&排众而独起(为国人指导(强之改革'的&社
会之力'* $摩罗诗力说%更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
忱和革命精神(专门介绍欧洲 &) 世纪民主主义和
民族主义倾向的摩罗诗人(&求新声于异邦'(企
图借异国具有自由精神和革命热情的文艺新声

力(来鼓舞和激发国人的革命热情和理想(掀起一
个改造中国的文艺革新运动(以打破&中国之萧
条')

)**+摩罗诗派)**+今则举一
切诗人中!凡立意在抵抗!指归在动作!
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
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拜伦!终以摩
迦"匈加利#文士$ 凡是群人!外状至
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
大归!则趣于一0 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
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
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 虽
未生以前!解脱而后!或以其声为不足
听/若其生活两间!居天然之掌握!辗转
而未得脱者!则使之闻之!固声之最雄桀
伟美者矣$ "鲁迅!卷一 %*#

青年周树人希望学习西方文学中汹涌澎湃的摩罗

诗派(盼望勇猛的精神界之战士通过民族文学来
打破中国的萧条(掀起一个真正震撼人心,改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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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革新运动*
木山英雄认为(早期鲁迅的&反功利主义是

为远大的功利服务的(而王国维所追求的是以席
勒美学的.游戏/为极致的,于己是对深刻的厌世
主义和忧郁症的直接的慰藉的纯文学' !木山英
雄 ""+#"'"* 此言精准透辟* 相对而言(王国
维主要是适应西方文化合理化潮流(最终发现事
实与价值之间根本矛盾性(&可爱者而不可信(可
信者而不可爱'(由此放弃哲学(再而放弃文学(
最后走到实证考据式的国学研究中(乃至于无法
在整体上克服其根本矛盾* 而在周氏兄弟(他们
希图借助文学的力量使同胞的灵魂觉醒(从而使
衰弱的古老文明葆有再生再造的希望* 他们的文
学之思更多的是注重其内蓄的精神* 正是基于审
美现代性的积极思路(周氏兄弟期待着以诗人的
心声来打破这种衰微的古文明的寂寞和萧条(如
$摩罗诗力说%呼唤)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
在1 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
者乎1 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
者乎1 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
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 "鲁
迅!卷一 &#"#

青年周氏兄弟的&文学独立'诉求与&精神再造'
理想(表现出在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人文主义文
化思想混杂作用之激发下(而内在地诉求于民族
文化精神重造的倾向* 他们站在将文学工具化的
梁启超之对立面(没有走向王国维&纯文学'的道
路(而是在民族国家的&大功利'与文学本身的
&无功利'之间维持一种平衡(或者说(一种与生
俱来的张力* 这样看来(早年周氏兄弟的文学诉
求与文化批判(显然与章太炎&文学复古'思路在
解剖革新,战斗进取的精神上是相通的*%

清末民初时期周氏兄弟以&兴感怡悦'为基
核的文学观念(可算 "# 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
中&情感指标'的起源(但他们的文论心声在当时
仍然处于喑哑的状态* 在当时非常孤独寂寥(也
受到老师思想的挤压甚至&默默不服'(但周氏兄
弟仍以自己近乎喑哑的呐喊和沉潜的努力(独立
自主地开拓一条力图突破中国固有传统和超越西

方近代传统的审美现代性路线(其核心即在于标

举摩罗诗力和文章使命(倡扬&民声'和&战士'(
张扬现代刚健情感* 在世界范围看(从 "# 世纪初
始之年开始萌发的(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强调
&兴感'和&诗力'的文学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文
化及其苦难现状的应对策略和文化变革思路(也
是对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初步回应* 在
这逐渐生长着的思路中(情感与审美不仅成为从
传统文化世界中独立出来并获得文学自治权的合

法依据(而且扩展为一种人的真正的存在方式(
即(独有文艺或以情感,或以直觉的方式获得观照
整个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制高点(独有文艺能够超
越现代社会理性化的囚笼(成为制约,批判和反思
古典文化与现代生活最可信赖的方式和武器* 这
条突出的审美现代性思路(在前五四的晚清民初
即已潜伏隐行(而在五四时代及以后涌出地表(全
面显影(逐渐壮大为现代文学主流之一*

注释(F"-%.)

!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朱氏对当时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无所感应* 他已经感到相关著述要有所修改* 比如(因
应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要求(各教授将自己的
讲义编制成书以为教材供学生使用(以后不再印行讲义(

朱希祖 &)&$ 年 &" 月 "* 日$致陈独秀函%称&$中国文学
史要略%未修改之前(亦须用讲义* 明年暑假时大加修改
后付印(即可不用讲义矣*'这是否就意味着文学观念已
然改换或正处于思想斗争的状态(不得而知* 信函参见
$朱希祖书信集!郦亭诗稿%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 杨琥$同乡,同门,同事,同道) 社会交往与思想交
融###5新青年6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一文载
朱希祖女儿朱倩日记稿本 &)&$ 年 && 月 ' 日言) &今年正
月自安徽陈独秀先生为文科学长(又得其同乡胡君适之
新自美国大学毕业回国(亦延为文科教授(则主以白话作
诗文* 钱先生德潜深于小学(与家君同门(亦深以陈,胡
之说为是(此则所谓新派也'(以及此段之前的论述) &近
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三派(黄君与仪
征刘君申叔主骈文(此一派也0112家君则主骈散不分(

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议论相同(

此又一派也'* 据此杨文认为朱倩记载&与朱希祖的记述
基本一致'(亦可见&朱希祖不仅将自己的观察记录在日
记中(而且也讲给孩子听'(而朱氏在短短一年半时间思
想和态度的转变甚显突兀(究其原因则在$新青年%主要
撰稿人是同门师友间的援引和阵营划分* 章门钱玄同率
先响应陈,胡倡导的白话文(其后自 &)&$ 年 * 月又积极推
动周树人,周作人弟兄加入$新青年%(从第 + 卷第 & 号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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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发表作品(周氏兄弟的小说和杂文真正显示出&文学
革命'的实绩* 其后(沈尹默和沈兼士兄弟也开始在$新
青年%发表白话诗,通信及政论* 也就是说(&至 &)&) 年
初(章门弟子中除黄侃等个别人外(大多数均赞同并加入
新文化阵营中了* 面对同门纷纷支持$新青年%(此时的
朱希祖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0112'* 杨文载$近代史研
究%&!"##)") '+#$"*
# 朱希祖) &文学论'($北京大学月刊%& 卷 & 号(&)&) 年
& 月* 转引自周文玖选编) $朱希祖文存%!上海) 上海古
籍出版社("##% 年" +'#''* 以下引文皆同此者(不再
注出*
$ 国内对德昆西研究甚少(这里的描述参考夏杨) &向上
的力量和独抒的性灵###德-昆西和周作人的文学两分
观之比较'($南京工程学院学报%"!"##$") &"#&'*
% 关于留日时期章太炎与周氏兄弟在文学观念上的互动
关系(参见陈雪虎) &留日时期章太炎周氏兄弟文学观念
互动考'($民俗典籍文字研究期刊%第 % 辑!北京) 商务
印书馆("##) 年"("+#+&*

引用作品(A"&C.!)-%5)

蔡元培) $蔡元培美学文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年*

0,42( W7450;2D<#9#=&#D M('Q:(. >#:&"#&-=:8?,/-W%/.G#-R
G;2X25F) S;̂25Fc52R;8.23HS8;..(&)*(D2

陈平原) &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序'($早期北大文
学史讲义三种%(林传甲,朱希祖,吴梅著(陈平原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第 &#$ 页*

0,=;5( S25FH745D&S8;I4?;'D!"'##2#=&%'#*(&#:(. ,"-.#:#
2-&#'/'?V-:&('?/&0/'9?7#Q-.E B.-1#':-&?DGH@25(
,=745X24( N=7 :2V7( 456 E7 U;2D Q6D ,=;5(
S25FH745DG;2X25F) S;̂25Fc52R;8.23HS8;..( "##'D
& $D2

刘小枫) $现代性理论绪论%*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年*

0 @27( :24-I;5FD C.&'(D%=&-(. &( !"#('? ()H(D#'.-&?D
<=45F=42) <]:M-253S7>12.=25F,-/045H( "#&(D2

鲁迅) $鲁迅全集%*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0@7( :75( !"#,(AG9#&#M('Q:()2% X%.RG;2X25F) S;-01;\.

@23;84378;S7>12.=25FO-7.;( "##'D2
木山英雄) $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

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社("##+ 年*

0 O26;-( _2H4/4D 2-&#'/'? F#:&('/&-(. /.D 2-&#'/'?
F#1(9%&-(.) 0::/?:()V-D#(Y-?/A/ (. H(D#'. ,"-.#:#
2-&#'/'?!"(%E"&D 9845.D N=4-( M25F=74D G;2X25F)

S;̂25Fc52R;8.23HS8;..( "##+D2
王国维) $王国维文集%第 ( 卷*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年*
0E45F( T7-K;2DM/.E L%(+#-,('G%:R;(9(DG;2X25F)

,=254@23;84378;456 O2.3-8HS7>12.=25FO-7.;( &))$D2
周作人) &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今论文之

失'($周作人集外文% !上集 &)#+#&)"'"(张铁荣,
陈子善编* 海口)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年*
第 ((#'* 页*

0N=-7( N7-8;5( &P5 <2F52I2?45?;-I@23;84378;456 3=;
];I;?3.-I@23;848HL;R2;KC-K464H.D' B.=(99#=&#D
>'&-=9#:8?5"(% 5%('#.R;(9C) NTUP NTZ[DQ6.D
N=45F( 92;8-5F456 ,=;5 N2.=45DO42̂-7) O42545
Z53;85432-541C;K.S7>12.=25F,;538;( &))'D(( '*D2

朱希祖) &$中国文学史要略%序'($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
三种%(林传甲,朱希祖,吴梅著(陈平原辑* 北京) 北
京大学出版社("##' 年* 第 "&+ 页*

0N=7( :2V7D&S8;I4?;'D!"'##2#=&%'#*(&#:(. ,"-.#:#
2-&#'/'?V-:&('?/&0/'9?7#Q-.E B.-1#':-&?DGH@25(
,=745X24( N=7 :2V7( 456 E7 U;2D Q6D ,=;5
S25FH745DG;2X25F) S;̂25Fc52R;8.23HS8;..( "##'D
"&+D2!

###) &致周作人0&)&) 年 & 月 && 日2'($朱希祖书信集
!郦亭诗稿%* 北京)中华书局("#&" 年* 第 "%$ 页*

0 D & 9-N=-7 N7-8;5 0 M45D &&( &)&) 2'D 2#&&#'
@(=%A#.&:/.D 7(#A:8?5"% X-\%DG;2X25F) N=-5F=74
G--̂ ,-/045H( "#&"D"%$D2

###) $朱希祖文存%(周文玖选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社("##%* 第 +'#'' 页*

0 D5"% X-\%]:,(99#=&-(.DQ6.DN=-7 E;5X27D<=45F=42)
<=45F=42A5?2;53G--̂. S7>12.=25F O-7.;( "##%D
+' ''D2

朱偰)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文化史料丛刊%第 '
辑*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年*

0N=7( :2;D&S;̂25Fc52R;8.23H) G;I-8;456 AI3;8U4HI-783=
U-R;/;53D' ,(99#=&-(.:()V-:&('-=/9H/&#'-/9:/8(%&
,%9&%'#DG;2X25F) O2.3-82?41U43;8241.S8;..( &)*(D2!

朱元曙!朱乐川) $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 北京) 中华
书局("#&( 年*

0N=7( W745.=7 456 N=;7 @;?=745D!"#,"'(.-=9#()H'R
5"% X-\%DG;2X25F) N=-5F=74G--̂ ,-/045H(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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