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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俗文学史》

内容概要

《中国俗文学史》介绍了何谓“俗文学”、古代的歌谣、汉代的俗文学、六朝的民歌、唐代的民间歌
赋、变文、宋金的“杂剧”词、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代的民歌、宝卷、弹词、鼓词与子
弟书、清代的民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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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俗文学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何谓“俗文学”第二章 古代的歌谣第三章 汉代的俗文学第四章 六朝的民歌第五章 唐代的民间
歌赋第六章 变文第七章 宋金的“杂剧”词第八章 鼓子词与诸宫调第九章 元代的散曲第十章 明代的民
歌第十一章 宝卷第十二章 弹词第十三章 鼓词与子弟书第十四章 清代的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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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俗文学史》

编辑推荐

《商务印书馆文库》编纂大意本馆自1897年始创，即着意译介西学，编纂课本，以昌明教育、开启民
智为务。迨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学界亟需高等书籍，本馆张元济、高梦旦诸先生乃与蔡元培、梁启超
等学界前辈擘画宏图，组编诸科新著，以应时需。是为本馆出版学术著作之始。尔后数十年，幸赖海
内外学人伐山开辟，林林总总，斐然可观。若文学，若语学，若史学，若哲学，若政治学，若经济学
，若心理学，若社会学以及其他诸科学门类，多有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山之著、扛鼎之作。学术著作
的出版使本馆进一步服务于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培植和民族新文化的构筑，而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光
荣。五十年代以后，本馆出书虽以移译世界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先，而学术著作的出版亦未曾终止
。近年来已先后有多种问世，今后拟更扩大规模，广征佳作，以求有为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建树。转瞬
百年。同人等因念本馆素有辑印各种丛书的传统，乃议无论旧著新书，凡足以反映某一时期学术思潮
、某一流派学术观点、某一学科新的建树、某一问题新的方法以及其他足资长期参阅的作品，均拟陆
续选汇为《商务印书馆文库》而存录之，俾有益于文化积累而取便学林。顾兹事体大，难免力不从心
，深望各界读者、学界通人共襄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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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俗文学史》

精彩短评

1、　　终于读完了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
　　　　
　　　　相对于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白话文学提高到“中国文学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中国文
学史的中心部分”，郑振铎的这部作品，则还了白话文学本来的地位。胡适是一代大师，他在白话文
学方面的观点，开一代风气，和现实紧密相关，难免矫枉必过正，产生武断和偏颇。郑振铎则用他学
者的严谨，写下了这部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中国俗文学史，长期以来无人超越。直到现在，关于中
国俗文学的许多研究与讨论，还没有超出这部作品的范畴。
　　　　
　　　　这部书写于三十年代末的战火弥漫中。近来读书，发现中国学术很多有价值的作品，都产生
于三十到四十年代那“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到了后来，能放得平静书桌的年代
时，有价值的作品反而越来越少。这真足让人深思。可见，能不能放得下平静的书桌，实在不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文化能不能进步的前提。
　　　　
　　　　半年前开始看的，实在是看得太久，又一直放在书桌上，看完后才发现，后面的两页空白扉
页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乱七八糟的算式。儿子竟然拿它做草稿纸了，真是暴殄天物啊~~
　　
　　
2、　　文人与民间关系视野下的《中国俗文学史》
　　
　　邓金明
　　
　　按北大陈平原教授的划分，郑振铎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属“第一代文学史家”。这一代学
者治学为人的特点是：“第一，借助于西方‘文学’及‘文学史’观念，从事系统的‘科学研究’。
其学术思路，伴随着教育体制度建立而迅速传播。第二，由于身处新旧交接时期，学者们大都有较好
的旧学素养。在具体研究中，承继乾嘉遗风，注重考据辑佚，兼及金石与文史。第三，或从‘新’诗
人转为‘旧’学者，或将‘新文学的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合而为一，这一代的文学史经，其活
动的天地，大都不局限于书斋与教室。第四，其开拓者的姿态，至今仍令人神往。开风气，立规则，
跑马圈地，四面出击——至于在所难免的粗疏与乖谬，自有后人加以纠正。”（陈平原：《四代学者
的文学史图像》）以上云云，安到郑振铎先生身上，大抵上都是不差的。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是郑振铎先生确立学界名声的两部代表性著作（也正
是此两部书，在50年代后期成为政治批判的最大靶子），尤其是后者，放到文人与民间关系中来看，
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中国俗文学史》是在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氛围中写成的。这既有文化启蒙上的考
虑，也有文学革新上的要求。晚清以后，各类文体的地位升降是一项令人瞩目的现象，中国历来以诗
文为中心的传统文类格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许多向来为士大夫轻视的文体，例如小说、戏
剧之类，因着各种缘由，其地位迅速飙升，不仅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主要文体依托，其传统样态也引起
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俗文学的重视，也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1920年北大歌谣研究会成
立，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轰轰烈烈掀起了“歌谣运动”；1927年胡适写出了《白话文学史》，
次年出版，开了个人为民间文学写史的先例；直到1934年，郑振铎开始写《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
出版，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俗文学派的形成。“五四那代人之所以关注俗文学，是有精神性
追求的。眼光向下，既是思想立场，也含文学趣味。提倡俗文学（比如征集歌谣），在五四新文化人
看来，既可以达成对于‘贵族文学’的反叛，又为新文学的崛起获取了必要的养分。”（陈平原：《
俗文学研究的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乍看之下，五四一代文人对民间及其文学推崇甚高。鲁迅
尝言，“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
的”，甚至说“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
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这种文人兴起的反文人文学的现象，本身颇堪玩味
。实际上，知识分子或文人对民间及其文学的态度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仅仅在于特定时代下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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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俗文学史》

民间文学来说事、来争“正统”的功利做法——抬高白话文学、民间文学或俗文学，往往是贬低古文
文学、贵族文学或文人文学所需；更关键的是，文人对待民间，有一种内在的矛盾。
　　众所周知，郑振铎先生不仅是大学者，还是大藏书家。他一生藏书1.7万多种，近10万册。众多藏
书家并不注意的戏曲、小说、宝卷、弹词之类的俗文学作品，他收得最多。他还注意收集线装插图、
版画类书籍，为中国版画史的研究留下珍贵史料。他所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
》，皆得力于他丰富的书籍收藏。显然，郑振铎必定是感受到了中国俗文学的某些特殊魅力，才会那
样倾心倾力地去搜集、编印与研究的，但是，另一方面，郑振铎对中国俗文学在文艺价值方面的总体
评价又是相当低调的。被郑振铎特别关注的俗文学各门类，在郑氏看来其真正价值往往主要在于文学
史上的文体意义，以资文学研究之用，也就是研究价值。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郑振铎对俗文
学的评价，也是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在第一章“何为‘俗文学’”里，他将中国俗文学的特质归纳为
六条，其中第四、五两条是这样说的：
　　
　　她的第四个特质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她未经过学士大夫们的手所触动，所以还保持其鲜妍的
色彩，但也因为这所以还是未经雕斫的东西，相当的粗鄙俗气。有的地方写得很深刻，但有的地方便
不免粗糙，甚至不堪入目。⋯⋯
　　她的第五个特质是其想象力往往是很奔放的，非一般正统文学所能梦见，其作者的气魄往往是很
伟大的，也非一般正统文学的作者所能比肩。但也有其种种的坏处，许多民间的习惯与传统的观念，
往往是极顽强的黏附于其中。任怎样也洗刮不掉。所以，有的时候，比之正统文学更要封建的，更要
表示民众的保守性些。⋯⋯
　　
　　当然，任何对象的评价都是两分的，但问题的实质是，在这背后有着郑振铎对民间的特定观念作
支撑。据学者陈泳超分析，郑振铎认为，“纯民间的作品既新鲜活泛却又粗鄙幼稚，后来经过有才能
的文人加工、转化后，便会出现优秀的作品，但以后被文人利用太甚，日益远离民间，就又趋于衰颓
而将被更新鲜的民间文学样式所取代。⋯⋯在郑振铎看来，真正的好作品并不存在于自生自灭的民间
文学（或曰俗文学），而是存在于天才文人与民间文学开始接触的那一段特殊时空。这样的判断究竟
正确与否，颇值考量。但有一点分外明白，它带有浓重的郑氏色彩，因为郑振铎所关注的俗文学，主
要偏重于职业化半职业化的讲唱文学形式，尤其注重其书面形态。所以他在评价俗文学的艺术价值时
，依然是挪用以文字为载体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标准，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讲唱文学在视、听、说诸方
面的综合效应。” （《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以〈中国俗文学史〉为中心》）
　　“真正的好作品并不存在于自生自灭的民间文学（或曰俗文学），而是存在于天才文人与民间文
学开始接触的那一段特殊时空。”这种乌托邦或者说理想主义，正是文人面对民间时的一种矛盾心态
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在面对民间及其文艺时，重研究价值轻艺术价值还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重书
面轻口头，则折射出了文人和民间的本质性隔膜。民间文学、俗文学的口头性是一种生活情境的硬性
规定，是一种在场感的体现，具有不可还原性、无法重复的特质。它要求一种历史的共时性参与。而
这是“到民间去”或者“采风”等短暂的文人行为所无法解决的。在文人那里，民间往往只是被“表
述”的，而不是被“参与”的；被利用的，而不是被遭遇的；被研究的，而不是被观照的。这就决定
了，不管研究者是抱着何样平民的心态，都无法改变民间被打量的命运，因为文人无法从民间看到自
身，也无法获得一种必要的共同感。“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这自然是真的，可是这并不能天然地作为民间及其文学研究的依据，有时甚至会更糟。因为土地啊民
间啊人民啊，得看谁来解释和怎么解释了。谁都知道，知识分子、文人并不享有最终解释权。
　　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殉难。巴金在《怀
念振铎》一文中回忆说，“在北京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我们竟会变得那样简单，那样幼稚，会相信
两三个月后在共产主义社会再见。那个中午，他约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们头脑都有些发热，当时
他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他忽然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献身。他很少讲这一类的话，但是从他的一举
一动我经常感受到他那种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精神。” 而就在郑振铎出国前的几天，《光明日报》
刊出了北大学生“瞿秋白小组”对他的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的批判文章，
文化部也举行了对他的学术思想批判会，如果不是飞机失事，回来后等待着他的，必然是更为激烈的
批判运动，再后来，就是“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郑振铎的骨灰运回国后，举行了隆重的
追悼会。《光明日报》在原来打算刊登批判郑振铎文章的版面上，刊出了《哭振铎》等一批悼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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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俗文学史》

，为此事，巴金还耿耿于怀过。
　　斗转星移，今天我们重读《中国俗文学史》，显然能更加平心静气了。为自己的著作配上精美插
图，一直是振铎先生的一个小小癖好，但遗憾的是，老版本《中国俗文学史》却阙如。现在上海世纪
出版集团为《中国俗文学史》配上插图，重新出版，使之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形成真正的“双璧
”，也算是告慰振铎先生在天之灵了。
　　
3、特色很明显，地位很显著的书。辑录众多妙趣歌文。必须打满分。
4、不要把此书当成史看,因为郑振铎并没有任何理论水平或概括力或综述力,唯引诗引文极其丰富,因此
完全可以略去作者的多余文字或仅仅把作者当作导游,他的选择是十分地道的,但他的解释你完全可以
置之不顾.简言之,把此书当作郑氏所挑的一部厚厚的俗文学选集,主要是民间诗歌选集,而把郑氏的论述
当成引言.

5、简单翻了一下
6、得把你儿子降格为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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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俗文学史》

章节试读

1、《中国俗文学史》的笔记-第410页

        关于“归隐”、“闲适”之作尤特别的多：大约，作者或是别有所感，或是受了流行性的传染病
，人云亦云。
好吐槽！

2、《中国俗文学史》的笔记-第526页

        春相思，春相思，游蜂牵惹断肠丝。忽看见柳絮飞，按不下心间事。闷绕花枝，反恨花枝，秋千
想着隔墙时。倒不如不遇春，还不到伤心处。

3、《中国俗文学史》的笔记-第400页

        他（马致远）发牢骚，由牢骚而厌世，由厌世而故作超脱语。这是深足以打动人们的情怀的。但
离开民众很远了。民众是不爱听那一套酸气扑鼻的叹穷诉苦的话的。
恩。元代也有小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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