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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补标记。也算是醉眼朦胧得走了一遭
2、8.27。孙郁先生的评讲，自带学院中的雅气，是苦雨斋迤逦而来的气脉。拍节者，于《鲁迅的暗功
夫》、《旧屋檐下的张爱玲》、《萧红与黑土地上的亡灵们》、老舍、沈从文、新诗等，皆可再读。
3、孙郁老师散文化的连缀串起了二十世纪上半段的文学史（尽管还插入了一章以往无缘入史的戏曲
以及一章民国时期旧诗词），是课堂讲稿的整理，却已是平日里他的常见文风，但我宁愿相信这两者
在孙老师那里实际上是浑然一体的。文学史讲授的路数可以是多元的，鉴赏评点式不该全被埋没。
4、鲁迅的暗功夫值得一看。其余如后记中所言，乃是讲稿。
5、先生的文字是不错的 每本都想细细拜读
6、Introductory，不过对我这种门外汉来说足够了。
7、单鲁迅的那一章非常值得一看
8、老生常谈。且太浅。
9、鲁迅的暗功夫》一章极见功力 
10、首先得承认是有干货的，旧体诗词京剧剧本也是颇有新意的两章，虽然未见说清了多少问题。比
较好的是鲁迅的暗功夫，沈从文等几章。但个人不太适应作者过于感性化近乎散文化的表述方式、过
多抽象的形容词比喻句等等，萧红那章尤其如此，这种阅读感受其实是要减去一星半星的折扣。
11、中学语文教材对近现代文学节选的支离破碎，加上我这样原本读原著就少的人，对近现代作家了
解只限于关键词和符号化标签。本书中有几章探讨的内容可读性很强，但我依然没懂现代诗好在哪。
扣掉一分是我的书装帧有问题，有几个重要章节出现空白页。
12、相当不错，对各家都有颇精要的看法，作者才学眼界都得到证明。因为北大那套“十五讲”丛书
，这名字几乎臭掉，但这本，一不是那个系列，二品质优秀！
13、晚清文化衰败，章太炎走复古路线，以去媚态奴性；梁启超、胡适、鲁迅新文化运动者，提倡白
话文文体革命，“尊个性而张精神”（p.11）。现代性中西浪潮下，后者是大势所趋。读过《鲁迅的
暗功夫》，文明的理解不必那般固守传统，冲破“因文造情”（p.95）的古人思维，亦当以一颗透明
的心深入风俗民情文学源头去创造。孙郁本书学理不强，评论以个体为主，无甚主张。
14、孙老师对每家都有精到的认识，入笔之后就会发现，精神还是关注在周、郁、萧等人身上。在我
看来，不是学术书，却是有着厚重学术根基的底子，翻看一讲，徒为大开眼界也值。（特指鲁迅的暗
功夫一讲）
15、将枯燥的民国文学史写得如此形象生动实属不易，特殊的时代背景总会出现与之契合的文学作品
，文学是入世的，也是自由的，条条框框多了，束缚了文学的发展，总是一种悲哀
16、画出了不一样的民国文学地图，隐含着自由创造的文学观。
17、草根与政治很有启发！
18、散文式笔法，理论性并不是太强，所以简单过了一下
19、如今，民国文学研究成为显学。这是有必然性的。白话文写作终究不过百年时间，它的表述如何
达到某种境界，如何有中国味儿，仍在实践探索中。但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即文化的延续性，没有
灵魂的白话文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回望民国文学，乃是写作者必然的作业。孙郁的十五讲，站在今
天，梳理的民国时期的文学、文字，乃至文人、文学精神。看完之后，颇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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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民国文学十五讲》，是孙郁关于文学史的讲稿整理而成。现代文学史，想讲出点自己的意思不
易，孙郁深有感触，“在文学院教书，自然要对文学史有一个表述框架，但突破流行的模式，并不容
易。我只是以自己的趣味，做了一点尝试。”其实，在现代文学如梳如篦的研究中，想做一点尝试也
是难的，而《民国文学十五讲》中，孙郁的趣味倒是不多不少地渗入了进去，索解一下，或可以略拓
宽一下现代文学的维度。现代文学史，自然避不开鲁迅，而鲁迅研究，实在如掘地三尺，给人留下的
余地太少。孙郁是鲁迅研究者，这次选择的视角乃“鲁迅的暗功夫”，的确有眼光，有着“自己的趣
味”。鲁迅的文章、著作是摆在明面上的，而“暗功夫是摸不到的，是虚的存在，但爆发起来，却有
大的内力”。孙郁以前写过《鲁迅藏画录》（及《鲁迅书影录》里的部分文章），对其在美术上的“
暗功夫”已做了探讨，如今，更扩展到金石学、考古学、科学史、文字学、民俗学、翻译等领域，可
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这种探讨，也是与孙郁自身的经历息息相关的，他曾长期任职于鲁迅博物馆
，极便利接触鲁迅的一万四千册藏书，鲜活地感受其知识谱系，“冰山理论”在这里是恰切的比喻。
如考古学，“鲁迅藏书里德文和日文的考古报告有好多，看得出他非常关注这些东西。但是他在写文
章的时候从来不谈。可是这些思想暗化在他的文化精神里面”；如收藏汉代画像，有历代拓本5100余
种，6000余张，健朗阔大的风格，显然符合鲁迅的审美，且暗暗影响其写作；鲁迅抄录许多罕见的古
文献资料，如《岭表录异》《蜂衙小记》《晏子春秋》《南方草木状》《桂海虞衡志》《释虫小记》
《云谷杂记》等，对民俗、地方文化的偏爱昭显。在翻译领域，孙郁说，“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
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不了解他的翻译史，就不会了解其创作与思想活动。这个复杂的过程，使其成为
中国现代最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有意味的是，如此的判断，亦有研究者加诸于周作人身上，认为他
翻译家的身份较之作家而言更重要，而周本人，亦在遗嘱里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
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这种殊途同归的研究思路，对周氏兄弟而言，是
别具意味的。可以补一句，鲁迅和周作人，其翻译文字的数量，均超出自己写作的文章。有些意外的
是，孙郁将戏剧编剧（主要为京剧）引入了现代文学的讲述中，主要人物有齐如山、罗瘿公、翁偶虹
等。这在以往的现代文学史中似未见过，齐如山诸人基本出现在戏曲史中。孙郁说，“民国期间，中
国的戏剧、戏曲的空间很大，出现了诸多有文学意味的作品，这些与布尔乔亚阶层不同的文本，雅也
来得，俗也见长，已与古人的调子略有区别，就艺术水准而言，并不都逊于话剧作品”。戏曲剧本的
文学性如何，可再做估量，但在现代文学中引入这一维度，却是有益的，“跳出五四新文化的思维重
审我们的文学与艺术的历史，我们对以往的艺术书写，则有另一种眼光”。“学人笔记”一节，亦是
颇值得玩味的。将周作人《药堂语录》《书房一角》、钱锺书《谈艺录》、朱光潜的谈诗文章、谢无
量《中国大文学史》列入学人笔记，是不错的，至于也加入梁实秋《雅舍小品》等，尚需商榷。不过
，将笔记体单独论述，却是有意味的，白话文学各文体多移诸西洋，如小说、诗歌、戏剧，独有散文
一体有自己的根，而笔记体又是散文中极别致的一类。中国传统的文人笔记，如杂货铺，将“正经文
章”未容下的诸般东西统统搁到这里面来，纷纷芸芸，无所不包。现代文学兴起，扫荡传统文化的毒
素，却也暗暗继承下如许精华之余脉，笔记适于信手拈来，为不少人采择。鲁迅的《随便翻翻》《病
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文章，有着很浓的笔记风，更不必说知堂，中期写作之后，“文抄公”
类，更是典型的笔记体。钱锺书的《谈艺录》，及后来的《管锥编》，均写于不太安定的时代，却都
用文言笔记体，写作心态值得琢磨。即使进入当代文学阶段，笔记体亦未绝迹，汪曾祺的许多小说及
随笔，黄裳、谷林的文章，都是这一脉的延续。在新文学史中讲旧诗词，表面看有矛盾之处，其实暗
含着文学一体化的意思，并非说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就是截然两段了。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陈
衍、林纾，是遗老的旧诗词，黄兴、宋教仁、秋瑾、汪兆铭、柳亚子、苏曼殊，是革命党人与南社诗
人的旧诗词，吴宓、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顾随，是新派学人的旧诗词，鲁迅、周作人、郁达夫
，是新文学家的旧诗词。尤为惹人兴趣的，是新文学家写旧体诗，如鲁迅，写白话诗，区区六首而已
，仅限于新文化运动初期，打打边鼓，新诗人多了，自己即罢手不写；而对于旧体诗，从数量上说，
也不算多，但延续的时间，却是从少年时期直至晚年，想起就写写，未中断过，这其中透露出的文化
心理是耐琢磨的。如郁达夫，其小说或许有不太节制之弊，但其才华在旧体诗这个“束缚”甚多的文
体中，却是挥洒自如，真性情得以充分展露。另有周作人，其《五十自寿诗》曾引起文坛轩然大波不
必详说，他写旧体诗是不算少的，“我自称打油诗，表示不敢以旧诗自居，自然更不敢称是诗人，同
样地我看自己的白话诗也不算是新诗，只是别一种样式的文章，表现当时的情意，与普通散文没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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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不同”，夫子自道，表明其写旧体诗的用意。新文学家写旧体诗，另有朱自清、俞平伯、郭沫若、
茅盾、沈从文、施蛰存等，覆盖面甚广，这说明文学传统的强大延续性，不是人为的硬性分割可以割
得断的。以上，分析的是孙郁讲新文学史所透露出的自己的“新意思”，不能只是褒的一面，还是要
说说瑕疵的。讲稿中，谈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萧红，以及旧派小说等，看得出，他是下了
力气的，努力想讲出一些新意来，不过就熟悉文学史的而言，似并未得到太多新的东西，这也是不足
怪的，毕竟对于众所周知的领域，研究已到了极深的程度，再想出新，不易。如今的研究者，能奉出
一瓢饮，就大可不必惭愧了。（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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