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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君远文存》

内容概要

《许君远文存》的编纂，以收录许君远具有文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章为主，而他的游记小品、抒情
散文、中短篇小说等其他文学作品，以及新闻作品等，均不在此书的搜罗之列。之所以做出这种打算
，一是因为许君远的此类文章生前从未结集出版，而是散落在各种报刊中，不少是难以查找的偏僻报
刊；二是许君远家人所编《许君远文集》，已收录不少许君远的散文、小说，但漏收了一些具有文论
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章；三是具有文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章，较为一般关注民国文坛、报界的读者
所欢迎，同时也可为文学史、报刊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目前，我们编纂
许君远的这类文字公开出版，或许是符合实际的较为明智的做法。至于《许君远小说散文全集》、《
许君远新闻作品集》等恐怕要在以后等待时机。
本书正文共分为四卷。卷一以收录读书笔记、文艺杂谈、前言后记一类文章为主，我们借此可以了解
许君远的才情、学识，其中不少也涉及民国文坛，如评价左翼作家王余杞的长篇小说。卷二收录外国
文艺评介文字，对于了解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入中国的历史过程或许能提供一些信息、史料。卷三收录
有关电影、戏剧、音乐、绘画等方面的文字，其中多为评论或回忆民国艺坛，涉及赵望云、熊佛西、
卫仲乐、张书旗、沈尹默、汪亚尘等许许多多艺术家，因此显得材料珍贵。卷四收录怀人、自传篇什
，透露出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文坛、报界信息，如关于徐志摩、梁遇春、蔡元培、张季鸾、胡政之等
人的回忆，同时许君远所写的一系列关于北大和民国报界的回忆文字，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这些是此书史料价值最丰富的一部分。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反映许君远整个一生的变化，尤其是许君
远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七年前后发生不少微妙或离奇的“蜕变”，经再三考虑，编者仍将作者写于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特殊时期的文章酌量收入，如使许君远戴上“右派”帽子的《发言二则》、《报纸
应当这样干下去吗》等，同时也收入许君远晚年在意志消沉之后的《自传》等文字。让读者自己去体
味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转变中自然适应和痛苦挣扎的相互共存。
附录的十篇回忆许君远的文章，写成于不同年代，大致可以窥探各个时期对许君远的追忆、评价。这
些文章的作者既有许君远的家人，又有许君远的学生，还有许君远的同事、朋友等，从各个角度反映
了许君远的文艺成就和精神品格。附录十一系由笔者所撰《许君远年表》，总共万余言，主要内容为
许君远生平事迹和著述版行情况，并尽量收入谱主与文坛、报界有关的文字，以凸显史料价值。
感谢许君远之女许乃玲女士提供大量珍贵资料。感谢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厦门大学谢泳教授为
此书作序。感谢武汉大学陈建军教授提供不少文章。感谢王浩天、梁国寅等先生寄来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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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君远文存》

作者简介

许君远（一九○二～一九六二），河北安国人。现代作家、著名报人、翻译家。一九二八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英国文学系，与废名、梁遇春、石民、张友松等同学。二三十年代，在北平文艺界较为活跃，
经常在《现代评论》、《新月》、《北平晨报》、《华北日报》等发表小说、散文、文艺杂谈，深得
丁西林、陈西滢、杨振声、沈从文等人赏识，被一些文学史家称为“京派代表人物”。后转入报界，
深得张琴南、陈博生、张季鸾、胡政之等赏识、提携，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大公
报》、《文汇报》、《中央日报》等担任编辑、编辑主任、副总编辑，为《大公报》第二代中高层负
责人之一，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一度在北平中国大学、上海新闻学校、暨南大学担任讲
师、教授。一九四五年曾以《益世报》特派员身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
担任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资料组长。一九五三年后在上海四联出版社、文化出版社、新文艺出
版社担任编辑室副主任等职。著有小说集《消逝的春光》、散文集《美游心影》，译有《斯托沙里农
庄》、《老古玩店》等。主要作品后人辑为《许君远文集》（许杏林、许乃玲编）、《许君远译文集
》（许乃玲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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