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学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文学史》

13位ISBN编号：9787302122982

10位ISBN编号：7302122989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林庚

页数：39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中国文学史》

前言

　　燕南园62号是一个中式的小庭院，庭院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右手数竿竹子掩映着几扇窗户
，窗棂雕了花的，那就是静希师住房的东窗，窗边就是他经常出入的东门。走进东门穿过走廊是一间
客厅，客厅南窗外有一段廊子，所以客厅里的光线不很强，有一种舒缓从容的氛围。从客厅一角的门
出去，右转，再打开一扇门便是他的书房，那里东、南、西三面都是窗子。冬季的白天只要天晴，总
有灿烂的阳光照进来陪伴着老师。这正应了他的两句诗：“蓝天为路，阳光满屋。”　　静希师到燕
京大学任教时，住在燕南园一座独立的小楼里。但他喜欢平房，更喜欢有属于自己的大些的庭院，便
换到62号来。他在院子里种了一畦畦的花，春天，鲜花布满整个院子，他享受着田园诗般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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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史》是林庚先生任教于厦门大学时撰写的，1941年，前三编《启蒙时代》、《黄金时代》
和《白银时代》油印出版。1946年，第四编《黑夜时代》撰成，1947年5月全书出版，朱自清先生为之
作序。作者既是诗人，又是学者，因而能以诗人的眼光来考察、研究中国文学史，以诗一般的语言写
就此书，使之成为二十世纪最有个性色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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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作者简介

　　林庚，字静希，著名诗人、学者。原籍福建闽侯（今福州市）。1910年2月生于北京，1933年毕业
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37年后历任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及北京大学教授。　　1933年秋
，林庚出版了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1934年以后.他作为一名自由诗体的诗人尝试新的格律体，共
出版了《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等七本诗集。作为学者，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唐诗、楚辞、
文学史等方面。共出版著作十一部，其中《天问论笺》获1995年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著作一等奖。他将新诗创作和学术研究完美地统一起来，显示出诗人学者的独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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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朱佩弦先生序自序启蒙时代第一章　蒙昧的传说第二章　史诗时期第三章　女性的歌唱第四章　散文
的发达第五章　知道悲哀以后第六章　理性的人性第七章　文坛的夏季第八章　苦闷的醒觉黄金时代
第九章　不平衡的节奏第十章　人物的追求第十一章　原野的认识第十二章　旅人之思的北来第十三
章　主潮的形式第十四章　诗国高潮第十五章　古典的先河第十六章　修士的重现第十七章　文艺派
别第十八章　散文的再起白银时代第十九章　口语的接近第廿章　凝静的刻画第廿一章　抒情时期第
廿二章　晚唐余风第廿三章　骈俪的再起第廿四章　古典的衰歇第廿五章　文艺清谈第廿六章　　第
四乐府第廿七章　理性的玄学黑夜时代第廿八章　梦想的开始第廿九章　讲唱的流行第卅章　杂剧与
院本第卅一章　舞台重心第卅二章　章　回故事的出现第卅三章　梦的结束第卅四章　女性的演出第
卅五章　诗文的回溯第卅六章　文艺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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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章节摘录

　　悲剧的产生，是原始人对于宇宙的惊异与命运的反抗的表现。它是与史诗平行的产物，而在形式
上结构上却比史诗更为进步。希腊的悲剧，其来源是由于更早的合唱班（Chorus）。合唱班是一种歌
舞的混合，发生于史诗之前或相同的时期中，乃是希腊人对于神的崇拜与英雄的赞颂。在当时神与英
雄，本来相差无几，神是半人性的，而英雄是半神性的。故事发展在神一方面较多的便成为原始的宗
教曲（Religious Chants），发展在英雄方面较多的则如著名的品旦颂歌（Pindaric ode）。这些歌曲起
初都是与舞混合的，后来变为大规模的台唱，舞便渐渐的成了伴奏的功用。其中最重要的是那合唱班
的领导所唱的合唱歌曲（Choral（）des）。之后合唱班逐渐进步，最大规模而且最重要的酒神节（I
）ionyst-s）上，便诞生了悲剧。在酒神节里，开始由合唱班的领导在台上饰酒神的样子，背诵酒神过
去痛苦的故事，台下其余的合唱班员，便饰成羊的样子，以作酒神的随从；当台上说到最动人的去处
，其余的人便表示惋惜的神气，成合唱，或舞，这便是悲剧的雏形。因为神总是渐渐的人格化了，酒
神的故事无形中，又总得牵扯到好多别的神与人的故事，同时，因为它原来就是一个狂欢节，所以听
众的趣味必须注意到，于是在演变中，酒神节的合唱曲（Choral（）des）里，便常常不只是酒神的故
事。本来合唱班也用来唱英雄颂歌，现在神人合于一炉，而已产生的史诗与神话里，又有无数可取的
材料。伟大的悲剧家遂应运而生。最初的戏剧，仍不脱庄严的颂神意味，像Aeschylus的Prometheus便
是很显明的；到后来人事愈来愈多，神愈来愈不重要，于是喜剧便沿而产生。首创喜剧的第一个伟大
作家Arestophon他所写的The Frogs，便是和酒神在开玩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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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精彩短评

1、P44 P50
2、如临课堂，款款道来。于无声处听惊雷。大师之文果然不同凡响，绝不人云亦云。那些被贬斥的
骈文似乎有了光彩，那些被推崇的古文运动似乎是一次古典文学的衰歇的开始。读后大有茅塞顿开之
感。
3、棒极了！
4、没有仔仔细细地读，为了"盛唐"去看的。语言倒是有特色。
5、成书于建国前，颇多个人之创见，而犹于诗史之演变独专。
6、老一代学者的著作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语言平易流畅，二是有自己的思考，在这本书里，就
是有自己的史观。
7、#2006.10.4-2016.10.4 林庚先生逝世10周年纪念# 林庚先生构思于抗战烽火并在1940年代后期完成的这
部文学史及今读来依旧使人耳目一新。即便王瑶先生曾经对此著有过毫不客气的批评，也无法阻挡它
在中国文学史序列中占据佼佼者的一席之地。林先生并非没有历史感的学者，但以诗心为代表的文学
感受力对他而言却特别重要，对比后来改写的《中国文学简史》，明显能感觉到原生态的文学史表达
凸显的是一位诗人底子的学者充足的个性，再借用他描述盛唐文学的“少年精神”概念，这种理解并
言说历史的方式是那样健旺饱满，那样生机盎然，那样引人入胜。四个时代的划分虽值得商榷，但很
能见出林先生将中国文学史生命意识化的努力，在他的笔下，文学史是活生生的，是和人世间的盛衰
起落同构的。
8、别种风味的中国文学史  不可不读
9、買書初心，不過稚子妄圖觀文學大局；孰料所讀為林庚！極愛他的評述，更愛他寫文人“天才的
完善”，將詩人視為天賦的造物，與我的觀念耦合。這本書顯然更像一本私人之書，憑林庚之手濾過
中國文學史；多少難眠黑夜讀本書，全無史書枯燥乏味，盡是“驚風飄白日”的驚世駭俗。極愛林庚
，更愛天才。天才之作，有泠然美意。
10、破书一本，你们是怎么看出好的？
11、民国人写的文学史，感性，优美，比较有意思的是关于为什么中国没有史诗的解释。适合枕边阅
读。
12、最性情的古代文学史读物
13、确实深入浅出，也确实是诗的历史
14、过于简单，诗学色彩太强．不好评论～～
15、对杜诗韩文的批评，读来令人胆战心惊。
16、一年级科目，很棒的一门课，老师，书。
17、整个大趋势是按照文学的发展源流来展开叙述的，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则按照问题的不同分开论述
。就如一些评论所言，作者是以文学的态度来写史，很有可读性的一本文学史著作。
18、n39
19、先生的文字真美！！
20、董乃斌先生说到文学通史中的唐代部分，比较欣赏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所写的，还有
林庚在四十年代写的《中国文学史》。他们带着自己的感情去念唐代作品，再充满感情地介绍给读者
，那里边有他们独到的体悟，带有个性色彩的阐释，那里边有“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是人
的精神活动的产物。他们不像一般的学究那样弄懂就算了。语出《史料·视角·方法——关于二十世
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话》董乃斌、赵昌平、陈尚君（《文学遗产》一九九八年第四期）

21、想有这么一本书，能勾起我对历史文学的微弱情怀
22、诗人写史，别有一番风味。这应该也算是对中国文学特殊批评传统的继承了吧。
23、非常好。适合有基础后阅读。尤其喜爱第一部分，几乎廓清了文学背后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后者
为里，前者为表，不可不谓重要。解答了我心中盘旋近两三年的疑惑，通体畅快。所以看这本长知识
是次要的，长见识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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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24、呵呵，我只能说，不容易呀，这本书我也读完了，由于是大量的引用，这样一小本书就要阐尽中
国文学，只能说我的背景知识有限，没有那么容易记下来，产生共鸣啦。太多引用，太多诗词古文。
有个大概了解也不错。
25、语言流畅而且有自己的思考，可以看到先生有自己的历史观
26、诗人才子书，差可拟闻一多论唐诗。仰观之，但觉神采飞扬，虽为一家言，气韵尤足
27、先生对唐以前诗显然更有感触，六朝书信那一部分择选极妙。
28、深入浅出，行云流水，阅毕再回首，千年已过。
29、最喜欢的一套文学史。
30、灵动
31、感性
32、很略。
33、很简洁，同时语言很好的一本文学史，分期也很有独创性
34、无心可猜
35、未必不比那几套大的好
36、一部“中国文学退化史”，有性情，不偏颇。比袁行霈那四本大书潇洒（毕竟林是袁的老师啊。
。。），中文系应该把各种文学史作为参考书目，而不是专业课程，毕竟诗无达诂，学知识不如学思
路，前提当然是知识要“盈盈然”，我还差得远呢。。。。
37、文学史就应该是这样的个人创作，无论是叙述语言、观念，还是结构，都是这样一气呵成。许多
观点极具创造和突破性，这在编著的文学教材里是看不到的。受益。
38、以象征的方式梳理文学脉络，归纳风格流派，自成一家因而就充满大量的个人性格和个人标准，
启迪了新思路，发现了一些为其他大部头教材所遗漏的文学角落和细节。十分注重论述文学史体系发
展的连贯性以及各文体间的联系继承，如诸子散文之变楚辞，楚辞之变七言，各代无论是形式还是内
容其实一直在回环往复着，只是那精神弥足珍贵一去不返。只是有时对于前因后果往往简要提及，总
有生硬之嫌。除此之外的特色，便是引文的丰富，可以多领略些作家风采；元明清近打包一起说，也
只在戏曲、小说着笔多，诗文是不想提，可见对于这黑暗时期之不满。
39、多棒啊，美哉!
40、文学生命历程的诗意阐述，正如先生自序中着重的“思想的形式”和“人生的情绪”，不以朝代
分期而以文学的内在生命贯穿其中。有洞见但不是论述体，所以不太容易读，究竟太过简略了，木心
升级版。建国前的文学史，字里行间洋溢着还没有被当今文学史权威规范过的生命力。上帝说，要有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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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2011.7.5记得在某论坛上看到人家推荐此书，说他当时很欣喜地一口气看完的全书。今天算是第一
次认认真真的开始看这本文学史，才觉得此言不虚。书的正文前面有张鸣教授为此写的序言，果真是
“为文学史写心”，因为他的确写的很传神，既有对文学史脉络的准确把握，又融汇了具体作品的鉴
赏。每一章的前面有很多概括性小标题，跟着这些小标题看文章，就会发现其实林先生的脉络是很清
晰的。很多独到而一针见血的概括，本来我以前很多疑惑的，这么一下子就开阔了。至于做笔记，我
以为是十分有必要的。根据前面的小标题，再对后文进行概括，就基本上能领会内容了。（第一、二
章 已读）2011.7.6如果当一本书是教材这样精读，自然会“意外”收到一些往日没有注意到又写得十
分的东西。不过相对来讲速度就慢了，而且有时候读到后面难免前面就忘了，就连那些“惊为天人”
的部分。文史哲向来不分家的，再说文学是反映时代的，历史的走向很自然映出很美的照影。林庚先
生每一章的划分有理据的，并且和一般文学史的分法有些不同的地方，例如将雅颂和国风单列各成一
章，而将说理散文和历史散文合为一章。因为他是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精神去划分的，这样的
划分，让人将文学史的脉络看得分外清楚。或许是我以往看得不认真吧，我对屈原的认识一向不是很
清晰，但是看到此书的阐述之后，对屈原处的时代以及他本人的经历，就能够基本从轮廓上看清楚，
这位天才诗人因何而伟大。不过我也有很多困扰，比如，如何做笔记，如何更好地吸收，或许多看一
遍是直接有效的方法。（第三 至 五章 已读）
2、静希师写过一首《新秋之歌》，很喜欢。书还没有读完，有一个小小的计划，把书抄写下来，我
实在是太景仰林先生了，没办法。同样钦佩的还有孟二冬教授。袁行霈是孟二冬的老师，林庚又是袁
行霈的老师，他们都是北大中文系的杰出人物。新秋之歌我多么爱那澄蓝的天，那是浸透着阳光的海
。年轻的一代需要飞翔，把一切时光变成现在。我仿佛听见原野的风，吹起了一支新的的乐章。红色
的果实已经发亮，是的，风将要变成翅膀。让一根芦苇也有力量，啊，世界变了多少模样！金色的网
织成太阳，银色的网织成月亮。谁织成那蓝色的天，落在我那幼年心上。谁织成那蓝色的网，从摇篮
就与人作伴。让生活的大海洋上，一滴露水也来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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