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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木铎金声，中文百年。
早在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创建之始，“国文”便被列为学科建制的首要门类。
1908年，师范馆独立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延聘的教师多为晚清著名的经学大师。
1912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了国文部和国文专修科。
1923年，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改国文学部为国文系，并增设了国文研究科。
及至1931年，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之后，又建立了文学院，下
设国文、外文、历史三系。
　　历经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北师大中文学科广揽英才，一时风云际会，鸿儒成集，
不仅成为全国中文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中心之一，也跻身于中国近现代文化与学术思想重镇的行列。
　　大学乃大师之谓。
百年以降，不胜枚举的大家名师荟萃北师大中文学科，杏坛执鞭、弘文励教。
昔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黎锦熙、沈从文、沈兼士、顾随、余嘉锡、吴承仕、黄药眠、钟敬文、
谭丕模、穆木天、叶丁易、刘盼遂、李长之、李何林、陆宗达、萧璋、俞敏、启功诸先贤会通开新，
彪炳史册；今有郭预衡、聂石樵等一大批学高身正、享誉学界的后继者笃信精勤，骞翮远翥。
这些上下求索的前辈学人，不仅用智慧与辛劳、学识与著述，也用他们的人格与情操，共同铸造了北
师大中文学科的百年辉煌。
　　学术当为大学的“立身之本”。
北师大中文学科之所以常葆生机，与其自觉的学术追求不无关系。
上世纪30年代，北师大成立国学研究所，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黎锦熙先生就曾中肯地告诫道：大学者，
具有创造力之学府也，学术实乃师大之生命线；倘若学术不兴，则师大终将不能成其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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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励耘文库：何乃英自选集》所收录的论文，均系作者自选的代表性作品。
这些写作于不同时期、关注不同论题的学术文字，不仅是对作者学术生涯的一次欣然回顾，也以浓缩
的方式集萃了作者精深的学术思考和卓著的学术成就。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篇篇浸透着学识、睿智、思想与操守的文章，负载着传承百年师大优良传统的使
命，见证了当代学者难能可贵的历史责任与学术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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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乃英，1935年生于北京，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
1981-1983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修日本文学。
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会长、日本文学分会理事、印度文学分
会理事、阿拉伯文学分会理事。
长期从事东方文学和日本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曾承担“八五”教委社科基金项目“日本当代文学研究”、1993年度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川端康
成创作方法和艺术特征评价”。
主要成果有：《东方文学的历史地位》、《创作方法论》等论文160余篇，《鲁迅留日时期关联史料探
索》等译文30余篇，《东方文学概论》、《日本当代文学研究》、《川端康成和》、《导读》、《二
十世纪外国中篇小说经典》、《探索与开拓——东方文学论文选》等论著10余部，《川端康成》、《
环环相扣》等译著10余部，另有与他人合著、合编、合译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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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张健）自序上卷 东方文学研究东方文学与宗教关系初探东西方文学的交流和影响概观（上）东
西方文学的交流和影响概观（下）东方文学研究会与东方文学学科建设日本汉诗变迁概说日本平安时
代贵族女性的绚丽画卷——谈《源氏物语》的女性形象塑造夏目漱石与外国文学（上）夏目漱石与外
国文学（下）小林多喜二文学创作的特征——以《党生活者》为中心全面认识泰戈尔，深入理解泰戈
尔——喜读《泰戈尔全集》试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下卷 川端康成研究川端康成论继承民
族文学传统与吸收外国文学营养的关系（上）川端康成论继承民族文学传统与吸收外国文学营养的关
系（下）《水晶幻想》·《禽兽》·《雪国》——川端康成小说创作中意识流方法的演变轨迹走东西
结合之路——试谈川端康成后期小说的创作方法（上）走东西结合之路——试谈川端康成后期小说的
创作方法（下）川端康成小说的人物刻画特色川端康成小说的环境描写特色川端康成小说的情节结构
特色川端康成小说的语言运用特色美而悲——川端康成小说的艺术风格（上）美而悲——川端康成小
说的艺术风格（下）川端康成与中国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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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是1958年7月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提起1958年，大家都知道那是新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气的一年。
因为这一年是和“大跃进”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当时的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作为“大跃进”运动的一部分，在学校里还有“教育大革命”运动。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到“教育大革命”运动呢？
因为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东方文学（又称亚非文学，即亚洲和非洲文学）就是在这个运动里诞生
的。
在此之前，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只讲西方文学（又称欧美文学，即欧洲和美洲文学）。
在教育大革命中，人们认为，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
于是，系里组织一部分前苏联文学进修班、研究班和本科毕业班的同学（包括我在内）着手摸索东方
文学，一面搜集参考资料，一面编写讲义。
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竟然突击编出了一本《东方文学参考资料》，这本书第二年由高等教育
出版社出版，作为七卷本《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之一。
它大概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这类性质的书籍。
《东方文学讲义》其实也突击编写出来了，可是由于觉得没有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所以只是以手稿
的形式保存下来。
　　要问我为什么参加东方文学编写组的工作，自己当时的想法似乎也很简单，就是觉得参加这个编
写组的人比较少（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在本科毕业班中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参加，其他的人都是前
苏联文学进修班和研究班的，而他们毕业后又全部离开北京师大了），我想去试试。
当时以为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任务，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长远的打算。
可是，不料这一下子就决定了我一生的专业方向，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因为，到7月毕业时，我被留在学校中文系，并被分配在外国文学教研室，任务就是讲授和研究东方
文学。
说老实话，我当时其实是不很愿意干这个专业的，因为这个专业是地地道道的“一穷二白”，既极度
缺乏资料，又没有老师指导。
但是，我必须“服从分配”（那时的人几乎都是服从组织分配的），没有什么条件可讲，没有什么意
见可提，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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