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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周作人的文学道》

内容概要

本书资料全面翔实,分析细腻丰富,富于创见。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在他身上传
统的渊源与影响既深且广。作者把周作人置于传统与现代、政治与美学、文学与文化之间冲荡与交汇
的具体脉络中,清晰而多层次地揭示他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对于深入理解周作
人及传统与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带来启示。相信这本书不仅展示了一个全新的重要面向,而且如论及新
文学运动之源起的章节对于治现代文学的也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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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文辉,浙江永嘉人,1973年1月出生。浙江大学古代文学硕士,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博士,讲师
。1990年永嘉预备军人职业学校毕业,后辗转于温杭京沪。2012年博士毕业后,至今在浙江财经大学人文
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主要学术兴趣在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史方面。现已发表周作人研究论文数篇,
出版著作1部,参与著作3部。主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教育厅课题各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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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附录《周作人早期所读传统典籍书目简编》是极有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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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原载《中华读书报》2016年7月6日9版陈文辉《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周作人的文学道路》（以下简称
“陈著”）考察了周作人前半生所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及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变迁。这部书是作者在
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记得当时答辩会上陈思和教授说：想考查文辉有没有偷懒，就仔细阅读
了论文的附录《周作人早期所读传统典籍书目简编》，原以为只是从大象版《周作人日记》中抄出来
就完事，结果看到了文辉目录学方面扎扎实实的功底，这个目录是现今周作人研究的盲点，是比较新
的做法，这打通了周作人的前半生后半生的联系（大意）。我也对陈著所附录《周作人早期所读传统
典籍书目简编（1890－1906）》（以下简称《书目简编》）极感兴趣，下面就先阐发《书目简编》的
价值，并借此介绍陈著的特别之处。一　　陈著附录的《书目简编》以周作人日记、书信及作品中的
记录为主要线索，参考鲁迅等人的相关材料，收集了周作人东渡日本留学前所阅读的传统典籍书目，
每则书目下列出周作人的购阅信息并作解题，共收书目三百七十余种，仿传统目录体例，分成丛、经
、史、子、集五部。此一附录占陈著全书近20%篇幅，是作者全书立论的基础。　　从周作人研究史
看，这份《书目简编》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关于鲁迅的购书、藏书、阅读，学界已经有了相当全面
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北京鲁迅博物馆1957年刊行）、日
本中岛长文编《鲁迅目睹书目（日本书之部）》（1986年自刊300部）、何锡章著《鲁迅读书记》（长
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金纲编《鲁迅读过的书》（中国书店2011年版）等。相比之下，关于周作
人购书、藏书、阅读的研究成果极少，陈著之前，似乎只有韩玲姬、綿拔豐昭《周作人の購入書籍に
関する考察:日本文学を中心に》（《情報メディア研究》2012年总第11卷）一文较为深入，但可惜没
有列出具体书目，另有宋亚《周作人所读古书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08年第7期》）只是就止庵编
《周作人自编文集》所涉及的书籍加以统计和例举式说明。因此可以说陈著这份《书目简编》是周作
人研究史上的第一次。　　这个“第一次”意义重大。周作人研究的重要板块是文献整理，而之前我
们的感觉是，周作人研究的文献整理方面已无多少空间了。文辉这次编成《书目简编》，在这方面打
开了新的局面，我们由此可以进一步期待周作人全部的藏书、阅读目录，这将成为深入研究周作人与
日本文化、西方文化关系的文献基础。　　周作人是长期生活在书斋中的文人，购书、藏书、读书原
是文人生涯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因为传记作品的叙事规则带来的天然局限，周作人传记及年谱主要侧
重于周作人的交游与创作，而忽视了他阅读史的梳理，实际上有意无意间已经遮蔽了一个文人的日常
状态。因此，我们只关注周作人文抄公的一面，而忽略了所抄之文。陈著这份《书目简编》取材于《
知堂回想录》《周作人日记》等，本身就是周作人传记资料的一部分，而通过陈著的排比整理，凸现
了文人周作人的重要面向，其意义已经不只是文献整理了，更是具有传记资料的性质，而且正与当下
的阅读史研究相呼应。二　　阅读史是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分支之一，主要探索阅读与社会、思
想、文化、政治、经济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目前中文学界的阅读史研究，引人注目的话题是晚清中国
人读西（新）书，如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
的“卫生”书籍研究》等。在文学研究领域也是如此，如从王国维的西方哲学阅读来理解其《人间词
话》已成一个热点，再如日本学者北冈正子从《摩罗诗力说》考证鲁迅所读的西方和日本的典籍，而
李冬木从购买阅读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入手，考证鲁迅“吃人”意象与日本明治时代“食人”言
说的密切关系，至于根岸宗一郎《周作人留日期文学論の材源について》（《中国研究月報》1996年
总第50卷）考察了周作人的新学阅读并推论其知识源渊。　　这些研究旨在说明新学西书之于中国现
代转型的意义，应该指出的是，在这样的宏大叙事之下，“阅读史”忽视了晚清民国时期文人学者传
统典籍阅读的研究。阅读造就读者，如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民国初期的阅读经验说：“时余已
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
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阅读展示了读者的知识构成，如龚鹏程《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诠
释个案研究》（《中国文化》2006年第1期）就通过考察鲁迅的阅读盲点，认为鲁迅把说唱的传统整体
切割变造为一个单线的小说史。我认为周作人的阅读史研究也是周作人发生学研究的基础，陈文辉以
其所编《书目简编》为基础展示了周作人的成长。　　通过《书目简编》经部目录中《十三经注疏》
《御撰七经》《东莱博议》《三苏策论》等，我们很快发现周作人早期的阅读很受科举的影响。这原
是可以想象的，而《书目简编》则提供了文献实证。陈著第一章《求学时期（1885－1911）的周作人
》指出，“纵观周作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过程，基本上笼罩在科举考试的制度之下”，还指出
“周作人应举之心未死，仍将《诗经》作为‘经’来读”，而且“《诗经》的阅读几乎贯穿了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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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陈著在阅读史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周作人偏爱“悲哀”的风格与偏爱《诗经》中《黍
离》《兔爰》等一类作品非常一致，“《诗经》的内容和形式成为他本能的情感表达方式”，“他后
来新文化运动初所作新诗《小河》，即烙下《诗经》思想与情感的印记”。　　更值得讨论的是关于
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寻找可以作为其创作依托的传统资源，建构起晚明越中文人为主导的文学史叙
事，以反拨胡适等人的以白话文统系为主导的文学史叙事。而这些传统资源，正是《书目简编》所著
录的越中文人所撰所编的诗文集。《书目简编》集部特别列出“乡贤著作”一栏，陈文辉在这一栏的
解题中引周作人的原话说：“在杭州时才十三四岁，得读《砚云甲编》中之《陶庵梦忆》，心甚喜之
，为后来搜集乡人著作之始基。”而陈著第四章《寻找新文学源流（1926－1933）的周作人》指出，
周作人认为晚明越中乡贤融合了公安派和竟陵派，其中张岱是个中代表。《书目简编》为我们打开了
周作人追溯新文学源流的乡土因素，陈著甚至提醒我们，周作人后来编选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时
，带着极为浓重的“吾越”色彩——绍兴籍作家的选文数量较多，也与早年的阅读经验相关。这些足
见阅读史研究的意义，也可见陈著附录《书目简编》的作用了。　　三　　《书目简编》是周作人发
生学研究的基础材料，也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独特视角。章培恒先生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
究，而陈著正是以周作人为个案，讨论传统文化对周作人文学道路的影响，陈著将“影响”界定为：
“一个人通过接触和阅读传统典籍，从传统文化中获取信息，经过内化而形成具有某种文化类型特性
的过程。”　　这里特别应该提醒的是，讨论“传统文化”，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约翰·G·冈内
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就指出，传统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是学者用以抨击当代社会问题的一
种工具，或是用于阐释当代事物而建构出来的一套说辞。而霍布斯鲍姆则直接称之为“被发明的传统
”。在阐释周作人丰富复杂的思想时，我们很容易观照、援引没有严格边界的儒释道思想、概念，实
际上就会不自觉地建构、发明一个适合、匹配周作人的儒释道的传统来证成自己的发现。　　陈著对
“被发明的传统”保持了警惕，为了克服常见的笼统和泛泛而谈的毛病，选择了文献实证的路径。对
于一辈子生活在书斋中的周作人而言，他所能接触到的“传统”很大程度上即存在于其所阅读的传统
典籍之中，周作人在其《我的杂学》中说，“小时候看见过的书，虽本是偶然的事，往往留下很深的
印象”，所以陈著考察周作人所阅读的传统典籍，作为讨论传统文化对周作人影响的切入点，是比较
贴近周作人的。　　陈著提出传统典籍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周作人所细读过并留下记录的某一类别或
某一种著作；二是周作人所处时代所能接触到的传统典籍系统，我理解这是指未必有周作人自己的记
录，但周作人有很大可能读到的传统典籍；三是鸦片战争后社会上发生的新变化并融入到原先文化系
统中而形成的新传统。因此其所谓的传统典籍较为宽泛，而且显示出文辉的“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因此，《书目简编》成了以周作人为中心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很好切入点。　　陈著特别
注意到传统文化的召唤力量，如《书目简编》中，就专门单独列出的“乡贤著作”，以彰显乡土文化
传统的影响。陈著第二章《归国乡居（1911－1917）的周作人》指出周作人绍兴乡居期间，刻刊《会
稽郡故书杂集》，收集清代越人游览记录，盛赞张岱《梦忆》、王思任《文饭小品》、李慈铭《萝庵
游赏小志》等，这些近乎风土志的游记，建构着周作人的乡绅意识，培养着周作人的书斋怀旧之思。
可见，即使在那个反传统、丢弃传统的时代，传统仍显示感召力量，而传统正存在于日常、习惯之中
，尤其是传统典籍阅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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