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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中下）》

内容概要

自清末黄摩西撰写《中国文学史》以来，已有许多同类著作出现。优秀的也为数不少。其中刘大杰先
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余冠英
先生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长期作为大学文科的教材，影响尤为广泛。这些书各有其成就和贡献
，因而深受称道。但是，由于一则新的材料在不断出现，再则人的认识在日益深化，时至今日，再写
一部能反映当前研究水平的中国文学史的任务，已提上议事日程。
于是，我们不自量力，作了一番也许是吃力不讨好的尝试，并将本书呈献于读者之前。
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由章培恒、骆玉明任主编，讨论、决定全书的宗旨与基本观点，经全体编写者
商讨后，分头执笔，写出初稿。然而，编写者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看法只是大致近似，一涉及具体问题
，意见互歧在所难免；至于不同的写作者所撰各部分之间的不能紧密衔接，各章节分量的不均衡，文
字风格的差别、更为意料中事。此类现象对于一部完整的著作当然很不相宜。是以又由骆玉明对全书
进行编排整理，统一认识，贯串脉络，修订文字，而成为目前的这种样子。因恐经过改动的有些章节
中的提法与原写作者已经或将要发表的论著中的见解发生矛盾，引起读者对原写作者的误解，故于这
些章节均添署骆玉明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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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章培恒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大学王宽诚基金讲座教授。
骆玉明　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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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中下）》

精彩短评

1、重读，补课。
2、这可是我学得最认真的一科，而且古代文学老师都很有才
3、重啃一遍历史 竟能看的津津有味儿 
4、复旦版觉得比红色那版好！例子充足
5、读惯了北大那三套，再读复旦这套有一种清新的感觉。
6、梳理脉络清晰，详略得当，适合基础入门（比如说我
7、教材啊。回去再看一遍，居然评分这么高。
8、对文学史都没什么感觉，说不出好歹。
9、相较于袁版，更喜欢这个版本。
10、其实很有萌点呢
11、性情中人啊。
12、我的这三本书到底还在不在都不清楚，文学史虽然用这套书但是没有通读过，因为老师当时主要
是用自己编的教材讲的。我一直把章培恒错记成章培垣，不知道怎么回事
13、断断续续看了了一个多月才看完。通俗易懂
14、唐宋部分很出色，还是超喜欢葛兆光先生的文字。另外要说的是，章培恒一直在说人性来评价文
学，然而最后一章又在表彰鲁迅，岂不知道鲁迅跟梁实秋打笔战就是鲁迅坚持阶级论，梁实秋主张人
性论。
15、大概除了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这一套文学史最具文采风流，诱惑我最终走上考研大道
，同时以他们精妙无比的文笔再次向读者证明：再好的文学史也比不上原汁原味的文本细读。
16、以前当小故事读的....
17、这套好像是文学专业的教材
18、屁话真多。文学史真是一个寄生虫行业，属于韩非子说的典型的“五蠹”
19、可以回家把这套书给收藏了。可读性强。挑了中间写宋的那部分来看，一整天就能看完一本，非
常流畅。
20、哈哈发现各种教科书，都来标一标
21、刚到西安时，哥监督我读的，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22、可以当一册地图。。
23、我的中国文学史启蒙读物。
24、我看过的中国文学史中最好的一种。相对于其他文学史来说，较有逻辑一些，看问题更深入全面
一些。行文中教科书常用的各打五十大板的词语较少，较有特色。
25、这套书选入的诗句真的很好。w
26、。
27、当初考研时拿来补文学常识的。
28、考研用书
29、除了那套唯物史观要不得，还不错
30、十颗星！非常有态度，不少地方深刻得令人惊讶。袁行霈版文学史优点在文笔优美，而就思想性
而言，我认为是这一版胜。
31、学术含量低，又不方便考研复习，我读你作甚？！求推荐学术含量高/唯物史观/方便考研的文学
史书。。。
32、作为文学史来说感觉特别好，因为可以感受到笔者的真性情。
33、与高教版相比别是一种风格
34、这个版本真的比新著要好读很多啊。。。
35、为了考试三年后又重读。
36、极富见解，对于整体脉络的把握全面，有些介绍发人深省，但存在部分篇章含糊带过的感觉
37、终于读完下卷。继续填坑
38、文理兼备，可谓「情灵摇荡」，颇具神韵。章的总序极好。
39、“边跪边看”系列之二。比我校那套亲民多了，我校那套教材的思考题好像很多都是照这本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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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中下）》

的⋯⋯求全一方面使得内容很丰富覆盖面挺广的，但也失之繁琐以及重点不突出。
40、最熟悉的封面
41、看了前两本，元曲部分比较有趣
42、耶over
43、比我们学校的好太多了！
44、还有十几天就考研了才看完一遍专业书政治英语还没复习，真的能过吗
45、读完这套书，文学鉴定能力可以提升一个层次。
46、以性灵写史，读的非常顺畅。不似袁行霈文学史学理性强。
47、体例好，刷起来真的挺方便的⋯⋯
48、前言写得相当漂亮，正文就怎么觉得和我上课用的那一套的教材观点差不多⋯⋯
49、很人性化的一部文学史
50、虽然也吸收了西方的进化论，但它是人觉醒意识的演化而非唯物史观的演化，还是有新颖之处，
但绪论中的许多观点在具体章节中没有很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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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中下）》

精彩书评

1、是所读过文学史中，写提最好的一部，虽只读了上卷(共三卷)。仅用一天时间读完。此书是写来“
读”的，而不是“用”的，也许也应该是一部教科书，但文字读来感觉极佳。由先秦文字写至魏晋南
北朝，家里原是有这套书的，且已读过一些章节。此次阅读是想重点读一下屈原，司马迁，竹林七贤
的章节。没想到拾书而读，竟不忍弃，通读而下。不巧，竹林七贤的书页恰巧不见，失却数十页。所
幸的是，后面的陶渊明的章节没有“归隐”，以作为补充。对于竹林七贤的关心，或许是因为鲁迅的
文章吧。此书没有用“程式化”的观点去分析，虽仍然是群体所作的文学史。但其力求突现人物。因
此几“重点”人物着墨甚多，重现其个性的存在。当然所写人物并不多，但有几个突出的人物，便能
见文学之发展流了。文字 中含有著作者盲目发展 的喜好与情感，能幼人。或许文学史便应如此。读
其史，发现文学的发展与其所处社会的存在与意识形态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此其一，其二，微观地
去看，是人与所处环境的关系所引起。这本文学史，同时也写了后一种情况而且处理得较好。竟使所
写人物得以充实，而不仅是某种“概念”。那种饱含情感去写人的文字，应该是极具文学性的。读后
会有自己的取舍，而不是机械地记忆。文学史应该中多样的。读此书，至司迁之章，竟一人在宿舍里
朗声而读，忘了时间。同学入而以为奇。抄钟嵘《诗品》中之一段：“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
云暑雨，冬月祁寒，离群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娈辞宫，成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戊，
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急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
，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
靡闷，英尚于诗矣。”一个是文学评论，一个是文学史，但在内质上有相通之处。 
2、这本书作为文学史已经很完美了，大抵教科书的文学史，是拿着放大镜研究的文学史；而这部，
却是拿着剑与扇子边舞边写的文学史。因为真性情，才让所有的文人都血肉丰满，仿佛活了过来。所
以我说，读完这套书的人，文学素养和鉴赏能力能上一个境界。但是两点瑕疵，需要说下。《红楼梦
》所在的“清代小说“部分很生硬，较整个明清文学部分来讲写得较差。原因是它不是骆玉明或章培
恒写的，而是李庆写的。这部分其实可以更好。还有就是对于《海上花列传》的评价过高，我想究其
原因，还是因为章培恒骆玉明都是浙江、上海人，对于吴语小说有特殊的感情并想擢升其地位，这是
无可厚非，但是过于明显了。刚刚看到说章培恒先生于2011年6月7日凌晨去世了，感到很震惊，也很
悲痛。他的《导论》写的非常棒。我想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尊者。沉痛哀悼章培恒老先生。
3、《导论》部分在论及四言诗（主要是诗经）往五言诗转变的各种原因，除表达上的优越、社会审
美的转变等等之外，着重强调了群体对个人束缚、个人对群体的依赖程度上的变化。大体认为四言的
整齐不如五言灵活等正是当时社会个体对群体的依赖很强，群体对个体的控制也非常紧相适应.....大体
上是从人性上作的分析。但我个人是认为，这样的分析是否有些以今人之理论硬套的意思，有些解释
过度呢？四言到五言的发展有没有可能仅仅是语言和表达发展的一个简单的自然规律，由哼到唱的一
个过程，诗歌也许最早从劳动号子来，尽管后世儒家文人愿意把诗经说成都是文人的写作和表达，但
即便是儒家的圣人们，也恰恰是最出色的劳动者，譬如擅长种地、擅长疏渠等等。总之，不废话，最
早的此类吟唱的文学形式必定源于劳动生活，劳动号子正是雏形。人们在种地、夯土、荡舟、采
桑......之时朗朗上口的简单口号。而四言（两拍呼吸）也许正是合于劳动时最舒畅的气息和节奏，尤
其适应体力劳动时的配合和积聚力量，简单说就是：“嘿哟嘿哟！嘿哟嘿哟！”就是一句古诗或者国
风了。就是国风在成形后，也许仍旧很多百姓在劳动之时，会哼唱其中的一些，以合于劳动的节奏。
这也正是为什么如书中提到的，当时已经有能力创作五言诗，但仍旧是选择以四言为主体，恐不主要
因为“在那个时代，四言比五言更能在审美意识方面获得普遍认同。”也许仅仅是实际需要而不是审
美需要。而劳动号子往吟诵歌唱抒情的逐步发展，才是四言往五言发展的自然因素。五言的原因这篇
不多扯了。只说明个人有关四言占据主流的原因的一点想法。
4、偶遇这套书，店主嫌它在库房里搁时间长了，便宜处理，5元一本。全新的，有的页还连着呢。被
我巧遇，收入囊中。非常超值！不似教科书的刻板，也不似专业书的深奥。有史，有议。好书，好书
。
5、这是我从小学到大学所有教材中，最喜爱和难忘的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让我离开校园后还带在身
边的教材。。。它值得收藏，终生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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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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