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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内容概要

本年三四月间沈谦士先生来叫我到辅任大学去演讲，说话本来非我所长，况且又是学术讲演的性质，
更使我觉得为难，但是沈先生是我十多年的好朋友，实在也不好推辞，所以硬起头皮讲了几次，所讲
的题目从头就没有定好，仿佛知识什么关于新文学的什么之类，概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
是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出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撇
使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在看所激烈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的很有次序，这尤其
使我敬佩，同时北平有一家书店愿意印行这本小册，我便赞助成他们的意思，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
性印出来算了。就劝邓先生这样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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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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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關於文學之諸問題
第二講 中國文學的變遷
第三講 清代文學的反動（上）----八股文
第四講 清代文學的反動（下）----桐城派古文
第五講 文學革命運動
附錄一 論八股文
附錄二 沈啟無選集近代散文抄目錄
附錄三 現代散文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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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精彩短评

1、喜欢周作人的散文，理论也很棒很耐读。
2、所爱。
3、“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若必谓为是有目的，那么也单是以“说出”为目的。”言志派与载道
派二者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使得中国文学发展成为不断更新流动的河流，直至白话文运动。
4、周作人关于文学之诸问题
5、很久没在书上直接作批，意即：此书不再外借！
6、里面八股文那段很赞，很多人都不了解要反对的东西，一味盲目反动意义何在
7、文章很浅显，不像正儿八经的论文，但是，我猜测，这本小册子应该是中国所有大学中文系的必
读之书。作者考证了明末以来的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的一些文学主张，研究了八股文的影响，从
而得出了新文学其实是内应和外援的结果。
8、提纲挈领，言志载道，汉学宋学，桐城八股
9、以前读文学史，对周作人的文学观即不敢苟同。如今读了文章，我仍保留我的载道说。另外，百
页小书，“章先生”讹为“章先王”（页9）、“塾师”讹为“垫师”（页13）、“黄遵宪”讹为“黄
导宪”（页79）、“仓颉”讹为“苍颉”（页80），其他标点错误不一而足，兄弟社的编辑太不负责
了。
10、书不长，很快就可以看完。在简短的篇幅之中作者提出了两个非常有趣的观点：（1）中国的文学
始终是在“文以载道”和“文以言志”之间徘徊发展。当政局稳定时，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文以载道
”的思想会占上风，同理，在政局不稳时，则“文以言志”的思想会占上风；（2）就白话运动来说
，虽然戊戌变法的时候就出现了使用白话文的主张，但这种主张仅仅只是政治性的，是用于宣传为目
的的，是二元论的，真正的一元论的白话运用，即不论对学者还是对老百姓均使用白话的一元论的实
践，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才出现的。
11、真是以讲清为出发点的，平易可接近的清楚。真好~
12、读周作人的书需要耐心，对此书尤其如此。与周氏的其他散文不同，本书是其在辅仁大学的演讲
录，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其独到的见解。
13、言志与载道 源流与巧合 简明有趣的小本。
14、精简有趣，大致翻了一下记重点，没看八股文部分
15、书质量不错！这样价钱有这样的质量算不错了。
16、感觉是周先生为了助力文学革命之作，所分析的内容流于浅显，但是却为文学革命的正确性提供
了不少论据。且所言客观，所分析的也在理。研究现代文学必读之物。
17、记得看周作人的文章，总给人淡淡的味道，大概就是他追求的涩味和简单味，他的文学理论，譬
如美文，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抑或是这本，突出的是为人生的艺术，本书介绍了他对文学的基本看
法，即为他提倡的言志派文学，讲述了它的源流和主张。是了解周作人不得不看的著作
18、光听周作人讲，就足够好了。
19、周作人薄薄的一本书，但眼光独到，见解深刻。很有价值。
20、启明在这本有关新文学入门式的小书中，虽然讲解得十分清晰明了，不过总体论述却略显笼统，
如今看来，佐证不是很充分，或许是因为篇幅之故，显得过于单薄。然而，文中某些观点仍然不无闪
光之处，给人很大的启发。例如，他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明末公安竟陵文学活动的某种延续或复现
，二者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时它也是人们对清代桐城古文及八股文的厌弃与不满而被迫生发的。此外
，周作人也谈到在研究新文学运动的学术活动之前，还要对清代八股文有充分的考察与了解，如此才
能对新文学的源流有比较准确的把握与认知。
21、特别喜欢，先生很幽默，讲的也好，最近复习的时候也一直觉得中国古代文学史好像在反反复复
，一下这个说要复古，一下又变回来了，哈哈，想不到先生也是这样想的，不过我以前连言志派都是
反对的，因为古人的那个志无非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意识，先生这里的志肯定是不一样的~
22、“冷冷然的幽默”hhhh
23、学术气息和作者的才气，都很值得称道。是本好书。我还买了他其他的书。
24、周作人信手拈来，用言志和载道两个类型简单粗暴归纳了中国文学几千年的流变。演讲汇集的小
书一本，朴素明白地长知识。对于八股文的提倡让我大跌眼镜，倒是颇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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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25、俺是学中文的，这本书对俺了解现代文学的发生很有帮助，毕竟周作人是新文学发生的亲历者。
26、读读这本小册子，对把握周作人的思想发展很有帮助。
27、不那么历史地看，这本小册子的内容真的马马虎虎的。
28、既然是演讲稿件嘛，就不多说什么了。总之还是很有用的，对于自己的哥哥仅仅在讲八股文音律
的时候谈到了
29、薄，但是有启发
30、重读
31、写的平实有含蕴，自是大师水准
32、书很好，封面很漂亮，超喜欢封面的，书的纸张也还行，对于这个价钱是很值的~
33、书很好，一直就想买了。包装完好，只不过物流没以前快了
34、当年读过，忘的差不多了，说中国文学在言志派和载道派荡来荡去比较有趣。
35、周作人是一个真正的大师，举重若轻的投笔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让他说的明明白白，这
本书可以说对中国文学的渊源提出了其独到而令人信服的说明，按照大师的说法，这只是他在大学演
讲时的即兴之作，但这中间包含了大师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大师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拜读了
！
36、看了孔庆东的书上提到这本书，所以就买了。看这本书需要有耐心。而且读的时候真的感觉自己
的水平太低了，读了四年的中文本科不知道都学了什么，好多都不知道，不懂得。所以下决心细读。
37、周作人这本小书写得很是简明扼要，他不仅提出了“言志派”和“载道派”的分异，指出了新文
学运动实际上继承了明代公安派的文章风格，而且还将“言志派”和“载道派”视为此消彼长、对立
统一的关系（画了一道类似于正弦函数的曲线以佐证），竟将中国文学的变迁也放在了历史循环论的
大框架里。观点虽然犹可商榷，但我以为每一个想要做好文学评论的后辈都该学习周作人的表达，力
争能用简单明白的语句把大道理说透，哪怕观点未必全面客观。因为这是一个学者所应具的基本功夫
。如若不能，则离大学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8、小书一本，我就喜欢小书。
39、振聾發聵，醍醐灌頂
40、如果老周多放点心在学术上的话，绝对也能写出和鲁迅的学术著作相当的作品
41、言志载道，大抵如此。
42、言志与载道的对抗。
43、可能双十一的原因，不那么精致
44、内容质量都没得说~~
45、要再深入一些就好了。
46、周作人的学问既宽且厚，虽是小书，但分量不可小觑。新文学是一场不断调试自身坐标的运动，
从胡适，到周作人，再到胡风，其间的意味非常值得开掘。此外，我疑心启功这么用功于八股文的考
证，是受周作人这场讲演的触动。
47、常听的论据多出于此
48、周作人聚聚是我花痴的对象_(:з」∠)_这本小书很薄，看起来也不费劲，就像在听一堂课一样，
梳理了新文学的产生，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一些比较独到的解读和总结，还是受益不少。
49、周作人还有这等著作，之前错过了，有些观点颇有见地，且通俗易懂
50、大师的经典之作，不一样的视角，值得一读！
51、以一个中文学子的眼光来看这本书绝对是本好书要一遍一遍的读、思考、领悟。近现代文学为方
向考研的孩子强烈推荐
52、知堂说文学无用文学就是发牢骚。知堂在回想录里说我早就把文学这扇门关了。门外汉谈文学。
最牛比的文学观。都在讲段子笑话好玩死了。在世博公园看完了这本书。
53、北斗丛书都可以收藏
54、书的内容还不错，就是装订的时候出了点问题，整本书都倒了
55、研究用书，买来拜读的
56、经验老到的作家，谈起文学来往往比学者们更到位，言简意赅，一针见血。这本书有好几个版本
，江苏教育做得是最漂亮的，纸张摸起来很舒服，装帧和版式也很漂亮。很有趣又很便宜的小册子，
搞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人都可以买一本，随手翻翻，定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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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57、“既不能通旧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的起源。”周作人给新文学找了两大传统:公安派
和竟陵派。不知道周先生有没有读过黑格尔的“正—反—合”的观点。
58、了解到周作人散文之外的一面！
59、一本不像文学史的文学史，周二爷散淡的语言里藏了不少机锋
60、周作人将文学发展过程看作是一条河流，每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衰颓都被看作是文学自身的调
整，他喻之为河流受阻后的转向。这种观念看到了文学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偶然行和自发性，但
是也忽视了外在条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61、比喻形象，观点独特且巧妙。待补
62、小书一本，但思路很清晰，写得较有意思，可以读一读~~
63、关于八股的重新重视  有启发 好书。
64、古代文论老师提到的一本书。寥寥不过百页，一部整理过的演讲稿。令我惊喜的是周作人一反风
气，竟提出教育应该高度重视“八股文”！理由如下：.......（翻书去）
65、周氏兄弟的书，真的很好。
66、本篇源于周作人的演讲，后有其学生整理编辑为册，好书！
67、深入浅出，推荐
68、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要言志派（公安）不要载道派（八股、桐城）；新散文需要外援与内应
；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源流图”，能言志的都是乱世。
69、内容充实，见解深刻，好书。
70、文如其名，脉络清晰。
71、周作人的学术做得很深厚。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是他原先上课的讲稿，清晰地把新文学脉络梳理
通了。很羡慕能上他课的学生，先生娓娓道来，言语毫不晦涩，谦逊渊博，令人神往。
72、写的太好了，深入浅出，浅显易懂，我做了读书笔记~
73、补标记。有趣之处大概是他边讲边吐槽自己原来是学海军的经历.......
74、讲的很清楚，能读好读。
75、周作人虽然人生有污点，但文学上的贡献那是抹杀不了的。这本书就不错，可以当通俗读物看。
76、经典值得认真研读。
77、被自己开心的打了脸  新文化运动有中国本土渊源
78、书不算厚，内容较好！
79、深入浅出地梳理了新文学和白话文运动的渊源和谱系。若放在context之下又可以当成新文学运动
的历史一手资料来读。若放在周作人的生平下又能读到他的兴趣学术倾向和对新文学的态度和认识。
好书。
80、很薄的一本小册子，考研的时候看的，现在想来没多大印象了，但是还是觉得好。
81、出版社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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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精彩书评

1、提起五四，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革命。而在那个时候，新文学也横空出世。从小学时代起，我受过
的教育告诉我一个比较伟大的事实：新文学是对旧文学的一次革命。而历史教科书上也在极力的廓清
新旧文学的关系。如果不是周作人的这本小书，我也不会想到新文学跟旧文学的有何“瓜葛”的。根
据周作人的看法，文学发展是一条河流，在明末之时，文学就已经有“白话”的冲动了——顺便说一
句，中国很早就有白话文学，比如《三国》《西游》.，那些都是白话文，但是士大夫阶层不承认那是
文学，但是金圣叹是个例外——公安派的袁宏道就提出独抒性灵的主张，根据周作人的意见，这跟后
来胡适提出的文学改革刍议没有什么不同，而胡的主张也没有超越袁。我读明末之后的小品文，确实
有一种白话文清新易懂的感觉。周作人的意见是，白话文学的出现时水到渠成的。此书还有许多有趣
的地方，比如说论述八股文。关于这本书，它给我的教育就是纠正了新文学历史观。在历史教科书给
人的错觉就是，五四是中国文化分水岭-——当然，这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就是，教科书的历
史观（革命史观）人为的切断五四跟历史的联系。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在我看来，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在这种史观的教育之下，可能会培养出许多无知的口号爱国者。说远了，这是书之外的感悟...
2、写白话文不容易——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了接近文学，借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这本小册子。文章很浅显，不像正儿八经的论文，但是，我猜测，这本小册子应该是中国所有大学
中文系的必读之书。作者考证了明末以来的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的一些文学主张，研究了八股文
的影响，从而得出了新文学其实是内应和外援的结果。作者一些观点还是挺有意思的，比如文学用处
在于泄愤，主要是消极的作用。按照现在的心理学说法，能够让人发牢骚，泄愤的事情其实也是积极
的作用。比较当时的作家，作者虽然比较推崇徐志摩为代表的性灵作家，但是更欣赏俞平伯等人的言
之有物，读了之后还能品味的文章。周作人自己也是走这一条路子。白话文要写得言之有物其实是不
太容易的事情，因为这要求写作的人自己脑子有内容，而且自己还比较感兴趣，非写出来不可。即使
写个我这样的读后感。对此，作者也感叹写古文相对写白话文容易。因为古文有一整套模式，多背几
篇可以模仿，一不小心还可以惟妙惟肖，以假乱真。在学校，我有意无意地对学生提起怎么应付高考
作文，都是希望学生能够读一些赋体文章。如果说司马相如的文章太难了，那起码可以读庾信的早年
文章，对于学生写作的遣词造句有很大好处。而且学生一天到晚都是呆在学校里读书做题目，生活极
端枯燥，知识面极其狭窄，写起白话文实在无话可说，如果在文字方面不注意，那简直是白开水，面
目可憎，最终会被高考所淘汰。因此，如果学生能写一些半文不白的片段至少能够掩饰作文内容之空
洞，知识面之不足。少年做文章本来就是强作愁的。遗憾的是我不是教语文的，没有权威性。就像我
极力反对学生学英语背单词一样也没人听，学生对我学赋应付高考作文的说法嗤之以鼻了，没有人会
去做。但是我还是坚信这是应付浙江省的文艺高考作文题目的最好的方法。回到主题，作者在第一讲
提到的通俗文学其实对社会影响最大，这一点是真理。看看现在电视剧老翻拍金庸小说，说明当前通
俗文学太不发达了。我也明白了自己对文学为什么那么排斥，其实排斥的是那些矫揉造作，言之无物
，自以为是的纯文学，而不是优秀的通俗文学。
3、这本书是周作人在辅仁大学的讲稿，薄薄一本，便理清了中国新文学的脉络。着实很羡慕当年得
以听他课的学生，先生娓娓道来，言语毫不晦涩，谦逊渊博，真是令人神往。第一章，关于文学之诸
问题，首先解决了一个问题：文学是什么。在周作人看来，文学便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
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这定义在他看来也不过人云亦云，而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愉快”二字。愉快不仅指欢愉，更指获得一种情感共鸣而感到爽快。至于文学的
范围，大家所谈论的“纯文学”其实不过是文学这个金字塔的塔尖一部分，其余更大的组成部分是通
俗文学和原始文学。解决的方式有历史的和艺术的两种，而预备知识除了文字学、历史学之外，在周
作人看来，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生物知识。因为“生物学说明了生物的生活情形，人也是生物之一，人
生的根本原则便可从这里去看出来了”。最后，他谈到了文学的起源。文学最初是宗教的一部分，因
为性质不同而分化出来。性质的不同在于有无“目的”，宗教是有目的的，而文学没有。因而，文学
也是无用的，是“仿佛只有在社会上失败的弱智才需要，在际遇好，没有不满足的人们，他们任何时
任何事既都能随心所欲，文学自然没有必要”。中国的文学在分化出宗教之后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潮流
：诗言志和文以载道。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晚周的诗言志，到两汉时儒家思
想统治了思想界，以致文学走入文以载道。魏晋尚清谈，唐朝以韩愈为代表，又走上文以载道的路子
，但周作人认为，韩愈“仅有的几篇好些的，是在他忘记了载道的时候偶尔写出的”。五代至宋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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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诗言志的路子，元朝除了新兴的曲，其余都是载道。而不满于元代至明初试图“复古”的明朝前后
七子则“不读唐代以后的书籍，不学杜甫以后的诗，作为必须学周秦诸子”。再对复古风气反叛的，
则是公安派和竟陵派，他们与胡适之先生的主张差不多。而将两派文学融合的明末清初张岱诸人的作
品，周作人认为十分奇妙。在周作人看来，胡适之先生的品味和风格，似乎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评判标
准。清代文学的反动是本书的重点，分了上下两节来讲。首先谈到八股文。写作八股文，又可称“制
艺”，指由宋以来考试的文章而言。唐代考诗，宋改为经义，明代便有了定型，即“八股文”：文章
起首是破题，其次是承题，其次是起讲，后面共有八股，每两股作为一段，此平彼仄，两两相对，最
后一段为结尾。八股文以形式为主，以发挥圣贤之道为内容。八股文与桐城派散文很相近，而骈文则
与新文学相近，均以感情为出发点。因此反对八股文与桐城派，不走骈文的路子，便走向新文学。这
一讲主要解析了八股文的写作方式，并且认为这种只讲体式，内容几乎不作要求的文体毫无意义。许
多称之为佳作的八股文，读来空洞无物，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因此这样的文字，必然会在发展
过程中受到知识分子的诟病。不止清末，最早的反对者是明末清初的名医傅青主和徐灵胎。但是一直
以来都没有实质上的改变，直到陈独秀、胡适之等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八股文的文学地位才正
式被撼动。下一讲便着重讲了桐城派古文。桐城派上承《左传》《史记》，以唐朝韩愈为主，加入明
代归有光，最后是桐城派首领方苞。而桐城派与唐宋八大家的区别在于，唐宋诸人虽主张“文以载道
”，但只是文人。而桐城派则兼作了“道学家”，以为“文即是道”。他们不自认是文学家，而是集
义理、考据、词章，三方面之大成。曾国藩作为一位政治家，相对他们而言比较务实，因而加入了“
经济”。周作人将姚鼐比作桐城派定鼎的皇帝，将曾国藩比作桐城派中兴的明主，因为他不仅添加了
政治经济，对孔孟、文章的观点也都较为进步，桐城派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样。其后，到吴汝纶、严
复、林纾诸人，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慢慢与新文学接近了。严复翻译的《天
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甚至成为了新文学的启蒙。最后，便到了“文学革命运动”。八
股已被打倒，汉学到清末俞曲园也起了变化，不但弄词章，也弄小说。公安派也复活。桐城派也起了
变化，严复与林纾等人的思想和态度也有了不少改变，周作人对他们的态度不像其他新文学的发动者
那么敌对。民间小说中“比较低级的东西”，也在日渐发达，比如《孽海花》。梁启超是这之间十分
重要的人物，他研究经学，喜欢桐城派的文章。当时主编《时务报》《新民丛报》《清议报》和《新
小说》等，但他最关心的是政治上的改革。因此他和新文学的关系较为微妙，想借文学的感化力，达
到改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目的，这些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影响，也
给予文学革命运动很大的助力。当时也曾出现过一种白话文字，但它只是为了让一般国民都认些字，
与现在的白话文有两点不同：第一是现在的白话文是“我手写我口”，而当时却是由八股文翻译成白
话文。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作文的态度是无论对任何人、事，一律写作白话。但那时白话只对
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用，是为“听差”用的。而古文则是为“老爷”用的。在这些情况下，文学
革命便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股“东风”便是西洋风气，它们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
思想。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发行，后改名为《新青年》。随着钱玄同、刘半农的加入，胡适之的“
八不主义”的提出，文学革命便开始了。之后，周作人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见解。首先，白话的主张并
非空穴来风，而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便是前文所述的那些。而对于胡适之的“文学向来
是向着白话的路子走”和“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的”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周作人认为，中国的
文学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和方向，只是在诗言志与文以载道之间回转往复。现在虽是白话，并沿着诗言
志的路子走，未来也一定会有所变化。古文与白话也并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死活也难分。用白话并
非因为古文是死的，而是因为要言志，要清晰便捷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又因为思想上有了很大
的变动，收到西洋思想的影响，所以要用白话。周作人是一个温柔的人，从他写的散文便知。因此劝
解他人用白话，也是反复举例，循循善诱，读来令人如沐春风。书的最后还有三篇附录：论八股文，
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钞目录和现代散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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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笔记-第26页

        
恩，去找废名的散文来看！

2、《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笔记-第55页

        那时候的白话作品，也给了我们一种好处：使我们看出了古文之无聊。同样的东西，若用古文写
，因其形式可作掩饰，还不易看清它的缺陷，但用白话一写，即显得空空洞洞没有内容了。

－－－－－－－－－－－－－－－－－－

这个角度值得深究。

3、《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笔记-第40页

        桐城派

4、《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笔记-第50页

        评梁任公

5、《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笔记-第46页

        
46~7页 周作人看当下的文学革命

6、《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笔记-第47页

        其后，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
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
、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
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

－－－－－－－－－－－－－－－－－－－－－－－－－

这个影响的具体方面和引起来的具体过程就是我现在想要理清楚的。

7、《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笔记-第38页

        （清）徐灵胎《洄溪道情·时文叹》

8、《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笔记-第16页

        

9、《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笔记-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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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在文章方面是喜欢桐城派的。当时他主编《时务报》、《新民丛报》、《清议报》和《新
小说》，这类报章文应在桐城文到白话文之间起了一个承接过渡的桥梁作用。

梁本身的文章融和了唐宋古文、桐城派和李渔、金圣叹等，而又从中翻陈出新。（P53）

10、《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笔记-第48页

        （林纾）他的译述工作，虽则一方面打破了中国人的西洋无学问的旧见，一方面也可打破了桐城
派的“古文之体忌小说”的主张，而其根本思想却仍是和新文学不相同的。

－－－－－－－－－－－－

周作人对“新文学”的定义并不特指清末民初的新文学运动，而是指历史上每一阶段当载道派式微之
时，则必有言志派兴起。此言志之文学，即他所指的新文学。

汉学家与新文学之关系？

11、《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笔记-第12页

                文学和宗教两者的性质不同，是在于其有无“目的”：宗教仪式都是 有目的的，而文学则没
有。譬如在夏季将要下雨的时候，我们时常因天气 的闷热而感到烦躁，常是禁不住地喊道：“啊，快
下雨吧!”这样是艺术的 态度。道士们求雨则有种种仪式，如以击鼓表示打雷，挥黑旗表示刮风， 洒
水表示下雨等等。他们是想用这种种仪式以促使雨的下降为目的的。《 诗序》上说：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 我的意见，说来是无异于这几句话的。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若必 谓为是有目的
的，那么也单是以“说出”为目的。正如我们在冬时候谈天 ，常说道：“今天真冷!”说这话的用意
，当然并不是想向对方借钱去做衣 裳，而只是很单纯的说出自己的感觉罢了。

12、《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笔记-第13页

              从前面我所说的许多话中，大家当可看得出：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 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
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 之可言。里面，没有多大鼓动的力量，也没有教训，
只能令人聊以快意。 不过，即这使人聊以快意一点，也可以算作一种用处的：它能使作者胸怀 中的
不平因写出而得以平息——读者虽得不到什么教训，却也不是没有益 处。 
      关于读者所能得到的益处，可以这样地加以说明——但这也是希腊的 亚里士多德很早就在他的《
诗学》内主张过的，便是一种祓除作用。 
      从前的人们都以《水浒》为诲盗的小说，在我们看来正相反，它不但 不诲盗，且还能减少社会上
很多的危险。每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者，都想 复仇，但等他看过《水浒》之后，便感到痛快，仿佛气
已出过，仿佛我们 所气恨的人已被梁山泊的英雄打死，因而自己的气愤也就跟着消灭了。《 红楼梦
》对读者也能发生同等的作用。 
      一位现还在世的英国思想家，他以为文学是一种精神上的体操。当我 们用功的候，长时间不做筋
肉的活动，则筋肉疲倦，必须再去作些运动 ，将多余的力量用掉，然后才觉得舒服。文学的作用也如
此。在未开化或 半开化的社会里人们的气愤容易发泄。在文明社会中，则处处设有警察维 持秩序，
要起诉则又常因法律证据不足而不能，但此种在社会上发泄不出 的愤懑，终需得有一地方去发泄．以
前，各国每年都有一天特许骂人，凡 平常所不敢骂的人，在那天也可向之大骂。骂过之后，则愤气自
平。现在 这种习俗已经没有，但文学的作用却与此相同。这样说则真正文学作品没 有不于人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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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方面没有用处的，在消极方面却有用处。几年前 有一位潘君在《幻洲》内曾骂过一般做文章
的青年，他的意见是：青年应 当将力量蕴蓄起来，等到做起事情来时再使之爆发，若先已藉文学将牢
骚 发泄出去，则心中已经没有气愤，以后如何做得事情。这种说法，在他虽 是另有立场，而意见却
不错。
      有人以为文学还另有积极的用处，因为，若单如上面所说，只有消极 的作用，则文学实为不必要
的东西。我说：欲使文学有用也可以，但那样 已是变相的文学了。椅子原是作为座位用的，墨盒原是
为写字用的，然而 ，以前的议员们岂不是会在打架时作为武器用过么?在打架的时候，椅子墨 盒可以
打人，然而打人却终非椅子和墨盒的真正用处。文学亦然。 
     文学，仿佛只有在社会上失败的弱者才需要，在际遇好，没有不满足 的人们，他们任何时任何事既
都能随心所欲，文学自然没有必要。而在一 般的弱者，在他们的心中感到苦闷，或遇到了人力无能为
的生死问题时， 则多半用文学把这时的感触发挥出去。凡在另有积极方法可施，还不至于 没有办法
或不可能时，如政治上的腐败等，当然可去实际地参加政治改革 运动。而不必藉文学发牢骚了。

13、《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笔记-第2页

                  “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东
西”

        这样说，自然毛病也很多，第一句失之于太笼统；第二句是人云亦云，大概没有什么毛病；第三
句里面的“愉快”二字，则必会有人以为最不妥当。不过，在我的意思中，这“愉快”的范围是很广
的：当我们读过一篇描写“光明”描写“快乐”的文字之后，自然能得到“愉快”的觉；读过描写“
黑暗”描写“凄惨”的作品后，所生的感情也同样可以解作“愉快”——这“愉快”是有些爽快的意
思在内。正如我们身上生了疮，用刀割过之后，疼是免不了的，然而却觉得痛快。这意思金圣叹也曾
说过，他说生了疮时，关了门自己用热水烫洗一下，“不亦快哉”。这也便是我的所谓“愉快。当然
这“愉快”不是指哈哈一笑而言。
　　
　　 实际说来，愉快和痛苦之间，相去是并不很远的。在我们的皮肤作痒的时候，我们用手去搔那痒
处，这时候是觉得愉快的，但用力稍过，便常将皮肤抓破，便又不免觉得痛苦了。在文学方面，情形
也正相同。

14、《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笔记-第35页

        作八股文讲究调子，怪不得前人读书都摇头晃脑的，原来是为了记住那个调子。说道调子想到莎
士比亚，人家说莎翁的天才之一就是脑子里有现成的调子，等他下笔的时候就浑然天成的写出来了。

15、《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笔记-第60页

             传达思想，感情的方法很多，用语言，用颜色，用音乐或文字都可以，本无任何限制。我自己
是不懂音乐的，但据我想来，对于传达思想和感情，也许那时一种最便当，效力最大的东西吧，用言
语传达就比较难，用文字写出更难。
     

62页

    白话文的难处，是必须有感情或思想作内容，古文中可以没有这东西，而白话文中缺少了内容便作
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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