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坛五十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坛五十年>>

13位ISBN编号：9787108034472

10位ISBN编号：7108034476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曹聚仁

页数：38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坛五十年>>

前言

曹聚仁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
从1921年来到上海时起，到1972年临终前一个月，他手中的笔就未曾放下过。
他几乎每天都写，有时一日要写三四千字。
他曾为自己统计过，自称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
他的文字散见于海内外多种报纸及杂志刊物上，抗日战争时期，更见诸他发的战地通讯和专栏中。
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曾先后结集成书，约七十种。
曹聚仁的一生执过教鞭、当过记者、办过报纸。
他的文字，涉及面甚广。
早期以杂文随笔见长，上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文思》、《笔端》、《文笔散策》等。
他对国学也有研究，较著名的有他年轻时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笔录整理的《国学概论》和晚年在香港出
版的《国学十二讲》（后以《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为书名由北京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
抗日战争烽火燃起，曹聚仁带笔从戎，穿上军装走上战场，当了一名战地记者，写下了大量新闻通讯
。
这些新闻类的文字在抗战中曾结集出版过《大江南线》；抗战胜利后曾与著名新闻摄影家舒宗侨合作
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收一千多张真实的照片，四十万字文字史料，是当时最为完整的有关中国
抗战这段历史的记录。
以后在香港又陆续出版了《采访本记》、《采访新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外记
》、《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等新闻采访、时事评论类的著作。
其中也真实地记录、剖析了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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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文坛五十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4年初版）及其《续集》（香港世界出版社1955年初版
）的合集。
      　作者自己说，这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书”，“和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相仿佛”。
所不同的是，作者“以四围师友生活为中心”，“以史人的地位在文坛一角上作一孤立的看客”。
这种既身历其间，又抽身旁观的双重身份，使得本书具回忆录与文学史的定位和特性。
本书描叙了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段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貌。
依时间脉络先后为顺序，以五十七个专题，追述了五十年间的文学社团、流派、思潮、报刊载体、重
要作家和深具影响的作品。
  　由于作者身在文坛、学界和新闻圈三界游走。
与本书中谈论到的梁启超、章太炎、李叔同、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陈望道、夏丐
尊等，多有过直接交往：《新青年》，五四运动、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是他身历或熟悉的，所以
，他的追述不乏第一手的信史资料，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也独具只眼，既不仰视，也非俯瞰，而取
当事人之平视。
这些可说都是本书优长。
娓娓道来如述掌故的随笔风格以及个性化的臧否人物，读来亲切随和且感性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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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聚仁 ，（1900—1972），字挺岫，浙江浦江人（出生地蒋畈村现划属兰溪）。
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记者。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1921年到上海教书，后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以散文创作立足文
坛。
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等刊物。
1937年抗战开始，从书斋走向战场，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曾采访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及东
南战场，并主持《正气日报》编务。
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大学任教，并从事新闻工作。
l950年到香港，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并参与主办《循环日报》、《正午报》。
1956年后，曾数次回大陆采访，并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
1972年7月病逝于澳门。
一生著述逾四千万言，生前出版成书约七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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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观察世变，并不能像孟子那样一口气便是五百年；秦汉以后，一个转变的周期，大约是三百年；
到了近代，六十年算是一个周期；后来说到三十年为一世，过了三十年，便是后浪推前浪，人事又是
一番新了。
此刻，我们谈五十年来的文坛动态，似乎要把十年算得一个段落。
这儿，我所说的晚清，乃是指1901年到1911年这十年间的动态。
（这五十年间，永远站稳社会文化界的崇高地位，不曾被时代所抛掉的，也只有梅兰芳一人而已；不
过，梅氏一生，也有很显著的变化，他也还是时代的儿子！
）从世界文学史上看，19世纪乃是小说的世纪；我们中国也不例外；晚清这十年，也是小说最繁荣的
时期。
据“涵芬楼”（商务印书馆藏书楼）新书分类目录所载，文学类一共收翻译小说近四百种，创作约百
二十种，出版期最迟是宣统三年（1911年）。
又据《小说林》所刊东海觉我丁未（1907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那一年中的著译小说，有百二
十余种之多。
据阿英（钱杏邮）的统计，当时的人说，当在一千种左右，约为涵芬楼所藏的两倍。
我们知道当时除了报纸刊载小说以外，专刊小说的杂志，也风起云涌，十分热闹。
（最早的一种，便是上文所说的《新小说》，梁启超主编，始刊于光绪二十九年，共刊两卷，所载小
说，有梁氏自作之《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
《电术奇谈》等。
继有李伯元主编之《绣像小说》半月刊，1903年刊行，共刊七十二期。
李之《文明小史》、《活地狱》，刘鹗《老残游记》，都在那儿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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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坛五十年(正编 续编)》是曹聚仁作品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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