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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己的园地》原系一九二三年所编成，内含“自己的园地”十八篇，“绿洲”十五篇，杂文二十篇
。
今重加编订，留存“自己的园地”及“绿洲”这两部分，将杂文完全除去，加上“茶话”二十三篇，
共计五十六篇，仍总称“自己的园地”。
插画五页，除“小妖与鞋匠”系旧图外，其余均系新换。
原有杂文中，有五篇已编入《雨天的书》，尚有拟留的五篇当收入《谈虎集》内。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周作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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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己的园地》分三辑，共五十六篇，其中“自己的园地”“绿洲”接近文艺批评，“茶话”则属于
杂感随笔。
“绿洲”意趣盎然，其手法为作者此后随笔创作多所沿袭；“自己的园地”则是作者此阶段文艺思想
的一面镜子。
     “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
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应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
的天职了。
”    阿英说：“‘自己的园地’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沉沦》《情诗》二评，
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
”可以说，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到此时遂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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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中国散文家，翻译家。
原名櫆寿，字启明，晚年改名遐寿，浙江绍兴人。
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
五四运动时人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
论文《人的文学》《美文》，新诗《小河》等在新文学运动中均有重大影响。
所作散文，风格冲淡朴讷，从容平和。
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
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
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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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文艺上的宽容英国伯利教授著《思想自由史》第四章上有几句话道，“新派对于〔罗马〕教会的
反叛之理智上的根据，是私人判断的权利，便是宗教自由的要义。
但是那改革家只对于他们自己这样主张，而且一到他们将自己的信条造成了之后，又将这主张取消了
。
”这个情形不但在宗教上是如此，每逢文艺上一种新派起来的时候，必定有许多人，——自己是前一
次革命成功的英雄，拿了批评上的许多大道理，来堵塞新潮流的进行。
我们在文艺的历史上看见这种情形的反复出现，不免要笑，觉得聪明的批评家之稀有，实不下于创作
的天才。
主张自己的判断的权利而不承认他人中的自我，为一切不宽容的原因，文学家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
以为是唯一的“道”，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虽然也无足怪，然而与文艺的本性实在很相违背了。
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
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是研究的人便宜上的分类，不是文艺本质上判分优劣的标准
。
各人的个性既然是各各不同，（虽然在终极仍有相同之一点，即是人性，）那么表现出来的文艺，当
然是不相同。
现在倘若拿了批评上的大道理要去强迫统一，即使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实现了，这样文艺作品已经失
了他唯一的条件，其实不能成为文艺了。
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
然而宽容决不是忍受。
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
正当的规则是，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迫压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
，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
聪明的批评家自己不妨属于已成势力的一分子，但同时应有对于新兴潮流的理解与承认。
他的批评是印像的鉴赏，不是法理的判决，是诗人的而非学者的批评。
文学固然可以成为科学的研究，但只是已往事实的综合与分析，不能作为未来的无限发展的轨范。
文艺上的激变不是破坏〔文艺的〕法律，乃是增加条文，譬如无韵诗的提倡，似乎是破坏了“诗必须
有韵”的法令，其实他只是改定了旧时狭隘的范围，将他放大，以为“诗可以无韵”罢了。
表示生命之颤动的文学，当然没有不变的科律；历代的文艺在他自己的时代都是一代的成就，在全体
上只是一个过程；要问文艺到什么程度是大成了，那犹如问文化怎样是极顶一样，都是不能回答的事
，因为进化是没有止境的。
许多人错把全体的一过程认做永久的完成，所以才有那些无聊的争执，其实只是自扰，何不将这白费
的力气去做正当的事，走自己的路程呢。
近来有一群守旧的新学者，常拿了新文学家的“发挥个性，注重创造”的话做挡牌，以为他们不应该
“而对于为文言者仇雠视之”；这意思似乎和我所说的宽容有点相像。
但其实是全不相干的。
宽容者对于过去的文艺固然予以相当的承认与尊重，但是无所用其宽容，因为这种文艺已经过去了，
不是现在势力所能干涉，便再没有宽容的问题了。
所谓宽容乃是说已成势力对于新兴流派的态度，正如壮年人的听任青年的活动；其重要的根据，在于
活动变化是生命的本质，无论流派怎么不同，但其发展个性注重创造，同是人生的文学的方向，现象
上或是反抗，在全体上实是继续，所以应该宽容，听其自由发育。
若是“为文言”或拟古（无论拟古典或拟传奇派）的人们，既然不是新兴的更进一步的流派，当然不
在宽容之列。
——这句话或者有点语病，当然不是说可以“仇雠视之”，不过说用不着人家的宽容罢了。
他们遵守过去的权威的人，背后得有大多数人的拥护，还怕谁去迫害他们呢。
老实说，在中国现在文艺界上宽容旧派还不成为问题，倒是新派究竟已否成为势力，应否忍受旧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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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压，却是未可疏忽的一个问题。
临末还有一句附加的说明，旧派的不在宽容之列的理由，是他们不合发展个性的条件。
服从权威正是把个性汩没了，还发展什么来。
新古典派——并非英国十八世纪的——与新传奇派，是融和而非模拟，所以仍是有个性的。
至于现代的古文派，却只有一个拟古的通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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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作人自编集(第2辑)(套装共5册)》中，《自己的园地》是中国新文艺批评的基石，是周作人散文
的集大成之作；《艺术与生活》是倡导[人的文学]周作人思想的奠基之作；《谈龙集》是周作人最具
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最发人深省的随笔集；《谈虎集》是周作人最酣畅淋漓的社会评论集；《永日
集》是清新淡雅与忧愤悲伤的完美结合，展现了周作人文章之美和思想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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