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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文集（第一卷）》

内容概要

《钱玄同文集(第1卷)》是作者文集的第一卷，收入1917—1921年的文章。这一时期，是钱玄同自学从
事文学革命的时期。文学革命不可作狭隘的理解，它实际上发展成为以文学革命为起点为核心而波及
社会政治、思想、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注音字母运动、汉字简化运动
、世界语运动等等，举不能出其范围。因此钱玄同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都应收入此卷，只是因
为另有随感录卷，我们才把随感录一类的文章抽出来收入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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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文集（第一卷）》

书籍目录

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附：陈独秀的信反对用典及其他附：陈独秀的信关于西文译名问题附
：陈独秀的信论世界语与文学附：陈独秀的信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附
：陈独秀的信论白话小说论小说及白话韵文附：胡适的信新文学与今韵问题附：刘半农的信论注音字
母刘半农译《天明》的附志《尝试集》序林语堂《汉字索引制说明》跋语答陶履恭论Espera附：陶履
恭的信新文学与新字典附：沈兼士的信四声附：李锡余的信名读符号文学革命之反响附：刘半农《复
王敬轩书》注音字母附：吴敬恒的信&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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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文集（第一卷）》

编辑推荐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
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催促新文学作品诞生并予以奖掖支持，是钱玄同五四时期又一历史贡
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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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文集（第一卷）》

精彩短评

1、⋯⋯

Page 5



《钱玄同文集（第一卷）》

精彩书评

1、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据说，鲁迅先生临终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份沉重的“遗嘱”现在读来显得触目惊心、不可思议，但先生的态
度是认真的，它饱蕴着先生对这个世界的恨和对这个世界的爱。当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聚在绍
兴会馆的一个院子的槐树底下说了很多偏激话，其中就有关于“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谈话。三人
中，对此理念践行最力的要数钱玄同，钱玄同是那种“中秋吃粽子，端午吃月饼”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因此他的言论也总是很“惹火”。当时钱玄同有感于陈独秀“伦理觉悟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提法，认为这种论调还不够彻底，于是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提出了其“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之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
，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种言论既出，一时舆论哗然
，其中最搞怪的反驳出自陈衡哲的老公任鸿隽，他说汉文废灭后，很多昏乱的种子还留在子孙的心脑
中，想要根本解决不如先把中国人种全灭绝了。他讽刺《新青年》一边讲改良文学，一边讲废灭汉文
，要废灭不用，又何须改良？这不是自己抽自己嘴巴吗？“你要没事做，不如去洗煤炭去罢。”“废
灭汉文”之论引火烧身，虽然引火烧身是《新青年》的惯用伎俩，但是火势太猛也吃不消啊！这不害
得常以“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示人的陈独秀也不得不公开道歉。他的
致歉辞颇有“文责自负”的现代编辑理念：这种“石条压驼背”的做法只代表钱玄同个人观点，本志
同仁多半是不赞成的。虽然“废灭汉文”这种理念有过激的成分，也很难梦想成真，但对新文化运动
却有着莫大的功劳。那些复古保守的人放过了相较平和的文学革命，都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个
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这其实正应了鲁迅的关于“开天窗”的
比方：你要开窗子，主人不肯；你说是要把屋顶给掀掉，天窗就开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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