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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胡适一生致力于哲学'历史研究$其思想观念中的理性'反思'思辨色彩反而促成了在文学思想史领域的辉煌成就&

,文学改良刍议-就是他带领大众进入中国近代文学的纲领性文件&他身体力行'知行合一$有怎样的文学史观$在文学创作

中即坚持怎样的创作规范$因此其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迈向近代文学的步伐&反思胡

适的文学思想史观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国近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而且有利于分析并认识当前学界对于文学观念'文学本质'

文学意义'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等范畴与命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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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D%#A#%$!

#是我国最具国际声誉的学

者'思想家之一&他师从杜威先生$将实用主义引入

中国学术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在哲学'文学'

历史'政治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上世纪前

期的中国$他革故鼎新的积极态度与孜孜不倦在学

术领域的建设引发并推动了中国学术史上史无前例

的讨论与进步&胡适曾说他的职业是哲学$兴趣是

文学&当然$职业与兴趣$没有孰是孰非$也没有孰

高孰低之分$事实上一般人只要对于职业有深入的

钻研$对兴趣反而会有更为独到的见解&胡适即是

如此$拥有哲学'历史研究的根基$观念中的理性'反

思'思辨'逻辑亦促成了他在文学领域颇有建树&他

的,文学改良刍议-"以下简称,刍议-#发表于
#%#E

年
#

月
#

日,新青年-第
!

卷第
B

号$引发了学界关

于白话文学'文学革命'文学本质的讨论&之后$他

于
#%!G

年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B

年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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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文学革命论-$继续致力于中国文学理论'文学

思想史观的建设&此外$他也喜欢文学创作$有诗集

,尝试集-$散文,南游杂记-$中篇章回小说,真如岛-

及,东洋车夫-',爱情之动人-',苦学生-',差不多先

生传-',我的车和我的车夫-几个白话短篇小说$正

如钱玄同所言$他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提倡新文学即

白话文学的人&胡适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自己有怎

样的文学史观$在文学创作中即坚持怎样的创作规

范$因此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

国古代文学迈向近代文学的步伐&

一"文学创作要有可操作性强的文学规

范可参照

胡适,刍议-旨在文学改良$然而文学改良的首

要前提就是语言文字的改良$但,刍议-一文却是古

文写成&以一篇古文来提倡文学界突破规范'进行

自由创作$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在文中$接触了西

方自由体文学的胡适提出了八条操作性极强的文学

规范$至今对于文学创作都有所助益&

胡适在文中称$他经过认真研思及与友朋辩论

之后得出结论$文学改良必须从.八事/入手%.须言

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

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

.不避俗字俗语/&而且在他看来$此八事都是.文学

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

*

#

+

#B虽然这八事

总结并不新鲜$每一条都能在诗论'史论中找到影

子$但的确如他本人所言$此八条规范$清晰明了$直

指文学最根本处&

事实上在,刍议-发表一年前$胡适在,寄陈独

秀-一信中已经简要阐释过.八事/理论$发表于

#%#$

年
#"

月
#

日,新青年-第
!

卷第
!

号&在信

中$胡适说明他在寄给他的,新青年-旧报中读到某

君的一首长律$诗中使用古典套语至少涉及一百事$

且不论诗句本身格调不高$仅以用典而言$单句用典

不当$上下用典不切$文法不通等问题层出不穷&但

报中记者按语却将此首长律推为代表国人精神的希

世之音$胡适认为这与陈独秀.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

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

*

#

+

#的理念

相矛盾'相违背$实在不能苟同&在他看来$当时文

学之腐败已经达到极点了%最下品者为追随押韵!其

次如南社中夸而不实$滥而不精$淫琐浮夸$无可称

道!再进如南社陈伯严等之流$随被推崇$但均为观

摩古人$并求达到神似地步$徒为文学界增加几件赝

品而已&就他追寻文学堕落之原因$莫过于.文胜

质/一语$即.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

*

#

+

&如

何来拯救4 胡适认为$.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

躯壳内之精神/$

*

#

+

&所以他列出此八事原则$并且将

之分为精神上的革命与形式上的革命&简而言之$

胡适旨在提倡思想'精神'意义的提升$于文于人均

如此&

因此$与,寄陈独秀-一文中将.言之有物/列为

第八条不同$在,刍议-中$胡适将之改列为第一条$

更显振聋发聩之意味&显然$在西方哲学'西方文学

的浸淫下$胡适对于.物/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古代文

论$在他看来$.须言之有物/的.物/有两项核心内

容$一为情感$二为思想&在此$胡适为文学立了一

条公式%文学
i

情感
e

思想&他说%.情感者$文学之

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

走肉而已&/

*

#

+

B

#

.思想/$包含.见地'识力'理想/$

*

#

+

B

.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

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

*

#

+

B人类思想的

传达可以通过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科学的共同努

力$非仅靠文学的力量$但文学能在传达思想'构建

人类智慧层面发挥作用则会显得尤为珍贵难得$也

会更有历史价值!当然$思想本身能有文学的气息韵

味会显得更为雅致$如庄周之文与杜甫之诗$前者是

道家避世哲学的经典$后者是儒家入仕理想的呼歌$

借助优美的文辞传达出来的哲思妙想更有韵味&所

以他感叹道%.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

*

#

+

B

可想而知$人如果没有思想$即使面容姣好$也只是

花架子一枚$没有实质的内涵&

如此$情感是文学的灵魂$思想是文学的脑筋$

文学如果没有了情感'思想$岂不成了没有灵魂没有

脑筋的空壳4 即使容貌娇美'体态丰盈又有何益4

舍本逐末而已&而且在胡适看来$近世文学的衰微$

就是因为.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

想$又无真挚之情感/'.言之无物/&

*

#

+

B要想拯救此

弊端$第一要务就是以质胜文$质即情感与思想&他

将.言之有物/列为八事之第一$确实是他深思熟虑

之文学改良的第一要务$简要的论述使人明了内涵$

无论于研究还是于创作都有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

之后$他以文学随时代不断进化之理提出.不摹

仿古人/$主张.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

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

*

#

+

$这一言论自然

坚定并鼓舞了生逢其时的文学创作者的心灵$让他

们坚定地选择了文学的方向&.讲求文法/'.去烂调

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

条$胡适都作出了细致详实的说明$很容易令人掌

&D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握&.不作无病之呻吟/实质仍然属于文学思想'精

神建设层面的内容$胡适单独将之提出更见其焦虑

与苦心$告诫文学创作不能执著于这样一股暮气$不

思奋发有为$报效多灾多难的国家$只知感伤时事$

呻吟牢骚&总体而言$条条都精炼明晰$至今看来都

是操作性极强'容易理解掌握的文学规范&

对于,刍议-中的.八事/原则$胡适自称%.上述

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

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

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

*

#

+

#B包括$他在给陈

独秀的信中即言%.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

谓是$不敢不言/&

*

#

+

&可见他对于这八条主张于发表

之后可能在国内外华人学术圈触发的影响已有一定

的心理准备&因此他名之为.刍议/$认为这只是一

个未定草案$.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

#

+

#B然而$尽管对其中部分条目抱有疑惑$白话文写

作已经默默深入人心了&

胡适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越来越多的人用白

话文写作&仅
#%#%

年一年$全国出现了四百多种白

话报&

#%!"

年$教育部通令全国一二年级的国文一

律改用白话文&很快$文学界的辉煌也接踵而至%周

作人'俞平伯'郁达夫'鲁迅'刘半农等都开始用白话

写作&

*

!

+

#"B白话战胜文言应该说是大势所趋$就文学

而言$我国明清时期就出现了白话小说$,红楼梦-'

,儒林外史-都是极好的例证&但大范围'大规模的

白话文写作$还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之下$在学者

们身体力行从思想'行文等层面矫枉过正的号召之

下$白话文终于一举攻克了文人的头脑$使他们不再

受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束缚$开始创造新时代的文学$

开始思索新时代的文学&胡适
#%#"

年进入美国康

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不久改入文学院$并于
#%#G

年毕业&在西方文学的熏陶浸淫之下$他自然对中

国古典文学如何进入现代文明有了更为直接且更为

深刻的感悟$加之天赋'魄力与热情$他选择从文学

规范入手来改造人们的文学观念与思想$无疑是一

条最为有效的途径&但他的目标不在文学规范的树

立$而在于对文学本质的思考$从思想上改变人们的

文学立场&

二"新文化运动给予文学的历史意义乃

思想观念的创新

新文化运动始于文学$但它对于文学的真正意

义$不仅仅在于推进了文体'文学形态的变迁$而在

于促进了文学思想的建设&在梁启超'胡适'陈独

秀'钱玄同'鲁迅等一批思想家的努力下$近代文学

思想史在思想表达层面突破了层层阻碍$不再晦涩$

不再冗长$而是浅显直白'易于理解$易于掌握&如

此$思想的力量才一步步发挥出变革历史'变化心性

的作用&胡适,刍议-等一系列文章的核心主张即在

于探求文学本质$探求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他的主

张无疑有着很强的时代感$因为在他与陈独秀等人

看来$文学革命的本质就是建立新文学$这个.新/的

首要任务就是语言的新'规范章法的新$根本内容则

是思想的新'心灵的不受束缚'精神的自由$而后者

对于任何时代文学事业的推进都有着极大的意义&

陈独秀在,刍议-发表一个月之后发表了,文学

革命论-$但却高扬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确立了文

学革命的宣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

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

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

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

#

+

#E

#%#E

年
B

月$胡适读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后又给他

去信一封$叙述对陈文三大主义的推崇以及对林琴

南'钱玄同文学见解的同异&后还述及他.实地试

验/的白话诗词集,尝试集-$之所以名.尝试/即是借

鉴陆放翁.尝试成功自古无/一句$可见其开拓新局

面的豪勇之气&

同期$胡适还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阐述

.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

*

#

+

&"的主张&以上陈'胡'钱

诸文都还属于古文$虽然内容为新$但行文运笔都还

是古文气息&至
#%#D

年$,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

书写&胡适也更积极起来$于
#%#D

年
G

月发表了白

话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333文学的国

语-$将,刍议-中的.八事/原则明确为.八不主义/&

胡适声称$他的,建设文学论-的主旨就是十个

字333.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在他看来$所谓

的文学革命$就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

了国语的文学才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

即白话$国语才算真正的国语&只有通过文学$国语

才有生命$才有价值$才能发达&而中国两千年来$

只有接近白话或者用白话写作的文学才是活文学$

其他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用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

白话文的表达方式使胡适的八项主张及死文学与活

文学等文学观念更加犀利$也更具号召力$更能深入

人心&

在,刍议-中$胡适以南社陈伯严的一首五律作

为文学赝品的批判对象&认为陈伯严.涛园抄杜句$

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

*

#

+

E是摹仿

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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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心理的绝佳代表$认为以陈为首的第一流诗人

们都是以.半岁秃千毫/的功夫.作古人的抄胥奴

婢/&

*

#

+

E如果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

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

#

+

E可见胡适

对于摹仿古人的文学创作者们是何等鄙夷与不屑&

当然$文学史观说到底是研究者所持的历史观'道德

观和价值观$但用文学史观来阐释文学现象时$也不

能忽略文学历史自身的独特性&我们要避免让文学

史现象只作为阐释某种史观概念的材料$而是要坚

持.论从史出/的研究原则&

*

&

+胡适此论自然也有矫

枉过正之处$为了论证他建立新文学333白话小说

的重要意义$清代同光诗人中的魁首'陈寅恪之父陈

散原成为反证$多少有些冤枉&胡适认为$只有白话

小说从不摹拟古人$只是实写社会情状$因此堪与世

界第一流文学相较$有志于文学的人都应该在如何

创作白话小说上面下工夫&抛却对古人崇拜的奴

性$致力于新时代的新语言'新文学$这样才能实现

文学真正的变革&

而且在.务去烂调套语/一条中$他强调作者要

.自己铸词状物/$

*

#

+

%即要有想象力$要有创造力$能

凝练出新词新语来&他说%.吾所谓务去烂调套语

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

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

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功夫&/

*

#

+

%

胡适如此对待白话文的态度大概是因为希望它得以

被发扬光大$太过心切$相较古文而言$大有严以律

人宽以待己之感&事实上$文言写作远没有胡适所

言之言不及义$白话文写作也远没有胡适所言之容

易$但在时代转型时期$任何一种制度'规范的实施

都是先让人们先都进入到制度规范的限制范围之

内$何况是一种新语言的使用呢&胡适的策略大概

是让大家先接受$如此简易'便于操作的白话文$.我

手写我口/$

*

!

+

#$!你手写你口$完全是自由心灵的表

达$有谁能抗拒得了呢&

,尝试集-即是他文学主张的实验产品$三年左

右的白话诗创作&在最初的一年里$他无论怎样大

胆$终究也没有跳出旧诗的范围$不自觉地就受到了

古典诗歌五言'七言'句法整齐的限制$被钱玄同评

为.未能脱尽文言的窠臼/&

*

G

+

!%如,蝴蝶-一首%.两

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

单&/

*

G

+

B"俨然一首没有韵脚的五言律诗&在第二编

中$胡适经过了一系列的反思'突破之后$开始.诗体

的大解放/$

*

G

+

&"即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都打

破$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本怎么说就怎么说!而

且他也想通了一个问题$真正的白话诗$如果充分使

用白话字$白话的文法$那就得是长短不一的$而不

是整齐划一的&这一时期$他的诗逐渐有了西方现

代派诗的色彩$可长可短$通畅自然&如,鸽子-一

诗%.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1 有一群鸽子$在空

中游戏&看他们三三两两$回环来往$夷犹如

意$333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鲜

丽1/

*

G

+

E&读来倒是有一番清丽旷远之感&提倡白话

文已然成为胡适生命中的重要项目&据,南游杂忆-

记述$胡适在香港演讲时$对于香港教育发展也给出

了中肯的建议$那就是增加白话文的教育力度$通过

语言变革来加速文学革命&

在他带有一定自传体性质的,逼上梁山-中提

到$梅觐庄"光迪#反对胡适中国古文是一种半死或

全死的文字这样的观念$而胡适在.最守旧/的梅觐

庄的反对下也才开始细想自己的立场$他们在讨论

中曾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所以他也成

人$.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他们乱谈谈出来&

*

B

+胡适

的文学创作虽然从数量'质量上都比不上同期的作

家$但他的文学主张'文学思想观念却与新文化运动

一样激励并影响着一代代为文学'文明付出努力与

思考的人&近代以来落后的中国$如何在文化上与

西方文明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出身于西方文学'哲

学熏陶下的胡适凭借着一腔热情与慷慨$提倡新文

学$提倡文学改良'文学革命$以新语言'新词'新语'

新的文学规范为入门金钥匙$使人们产生全新的文

学思想'崭新的文学观念$从而达到塑造一个全新的

中国文学的理想&

中国文学自上世纪
D"

年代以来$求新求变的态

势蔚为壮观$风起云涌的文学思潮一波压倒一波地

向人们冲击过来$寻根热'弗洛伊德热'魔幻现实主

义热等等热点前沿充斥于文学界&文学创作'文学

批评都以此类.热/为基本标准$从而失却了对本民

族文化的深刻把握和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

学的本质问题没有自信自觉的体现&当前文学的创

作与研究都空前繁荣$但亦是乱象丛生$因此什么是

文学'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文学'中国文学的特殊性

等问题恐怕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并深究&

三",刍议-的启示!思想+创新+批评

中国近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相当薄弱$一方面

受到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的局限$另一方面则是

由于近代文学跨度大$历史纵深之极很难把握&对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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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近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首先要反思近代文

学的起点'人物构成等!其次$不仅要把目光集中在

文学家身上$还应该集中在哲学家'史学家身上&就

胡适的,刍议-而言$其中的.八不/原则对当前的文

学创作及文学思想史观研究提供一些颇有助益的参

考$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文学真正意义的进步要以作家的心灵'思

想建设为先&任何一个文学创作者都要坚定自己的

内心体验$不急不躁$不艳羡他人$不逢迎读者$永远

怀揣着文学家的热情与敏感追求自由'追求人生的

美好$将自己的人生也谱写成一篇优美的作品&在

这样的思想境界指引之下$逐渐形成自己的'能够显

著地区别于他人的创作风格$并时刻找到让人眼前

一亮的独特视角$如此才能写出文学精品$提升全民

族的文学情怀&上世纪前半叶$梁启超'胡适'陈独

秀'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梁实秋等人通过理论文

章'文学史梳理'文学作品在文学思想史观的体系构

建上都有很多独到的见地$在那个时代$他们无一不

是将社会进步'人生追求合而为一&所以文学的进

步不仅仅在于形式的进步$而在于思想内容的进步

以及作家的心灵境界层次'思想认识的高度与广度&

其次$文学的突破与创新都要契合时代发展的

需要&胡适坚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

#

+

&"时

代发展是承前启后$文学的发展更容不得抄袭古人&

据他的考察$只有白话文学是.一线相承$至今不

绝/&

*

#

+

&#白话文经过了两千多年的自由进化$在新

文化运动中勇敢得担当起自身的职责$促进了中国

文学的改革与变迁$那是当时的时代要求&至今$中

国文学经过了西方文论'中国社会曲折进程的洗礼$

任何角度的突破与创新理应更加成熟$然而却差强

人意&文学逐渐被边缘化的根源即在于作家对当前

时代精神的把握不明&文学是人学$文学是社会学$

但当前的中国人的心灵'精神状态究竟如何$当前社

会的进步与停滞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文学家与文

学研究者却都还需进一步认识清楚$真能将时代精

神通过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此才是真正的契合

当下&

最后$敢于一定程度矫枉过正式的文学批评&

胡适的文学思想建设是建立在其文学批评之上$他

在行文中多处点到了当时的文坛弊病$甚至点名道

姓$一语中的$直指核心&当前文坛怪相不少$而文

学批评却是一团和气$碍于情面$不得不妥协让步$

虽然也在呼吁.接地气/'.靠近生活/'.先读后评/$

但最终导致了文学批评的不给力局面&文学思想史

的建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学评论史'文学批评史$

因此要敢于在一定程度上矫枉过正的文学批评$扭

转评论界的风气$使文学批评真正发挥作用&

此外$就思想理论研究层面而言$我们通过对新

文化运动的反思$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新解

读$应该从匮乏的理论知性与理性世界中选择合适

的概念范畴$或者借鉴有新意的理论范式$形成与文

学史书写对象相契合的文学史观&

*

$

+随着智能媒体

等技术手段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学仍然遭受着前所

未有的打击&电子书'懒人听书'帮你读书'文学期

刊等
HII

慢慢进入大众视野$人们不再手捧一书$

而是抱着手机就可以看书'听书$尽管这样的阅读战

线太长$琐碎时间的利用也冲淡了阅读的完整体验$

而且效率不高$很多人都不能从头至尾完整地看完

一本书'听完一本书&但文学的吸引力在任何一个

时代都会存在$胡适也曾感叹小说的.魔力/&他在

给钱玄同的回信中说$,三国演义-一书能使妇人女

子皆痛恨曹孟德而褒奖刘备诸人$正是体现了小说

的魔力之大&无论是创作者还是研究者$都身在这

股魔力之中$从思想深度'创新程度'批评力度来促

进时代文学的建设是,刍议-对当下文学界的最大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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