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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既是个流派纷呈的百花园，也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里说的战场，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战线的反帝反封建，也包括了文学界内部的纷争。
在争论的白热化阶段，往往是把对方推到敌对阵营里去予以大肆挞伐的。
例如创造社和太阳社曾攻击鲁迅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和“不得志
的Fascite(法西斯蒂)”。
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由于提倡写表现性灵的幽默的小品文，遭到了来自右翼和左翼的夹击，
而且不幸的是，其中包括鲁迅的批判。
虽然鲁迅的批判主要出于对小品文功能的不同理解，是以“匕首”和“投枪”来反对“小摆设”，算
不上多么地上纲上线。
但既然是被鲁迅批过，在后来受极左思潮影响的许多研究者的眼里，自然成了反动派、国民党的御用
文人，论语派也就成了反动的文学派别了。
其实这种推论是非常武断的，如果鲁迅活着，也是不会认同的。
这种情况现在自然有了很大的改观，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是非和公案已经得到了逐步的澄清，其中包
括了对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的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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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以回到历史原点的方式，全面探究了论语派小品文创作的缘
起、内涵、风格、笔调等，并对于林语堂、邵洵美、俞平伯、郁达夫、老舍等代表人物的文学观念与
小品文创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深入研究了作为自由主义作家论语派的创作与东西方文化的关联，对他们在传统中发现现代、对西方
文化的取舍、人生哲学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评析。
《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还对《论语》杂志的基本面貌、编辑理念等作了全面的研究，具
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原创性，推进与深化了论语派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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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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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语派作家的文化情致具有中西文化合璧的色彩，林语堂所说的“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道出了论语派作家的某些特点。
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作家，既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濡染，又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形成了具有自
由主义色彩的文化追求。
林语堂所受到的基督教家庭的环境、圣约翰大学的教育、哈佛大学文学系的学习、德国莱比锡大学的
学习等，使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斯宾加恩的表现主义理论、克罗齐的表现
主义美学思想、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等，都对林语堂产生了影响。
邵洵美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在法国画院学过绘画，对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和现代派诗歌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醉心于唯美派的诗歌。
章克标曾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他受到日本文坛流行的西
方唯美主义和世纪末颓废思潮的影响，萌生了对这种充满世纪末色彩作品的爱好，后来他一直模仿波
德莱尔、王尔德、魏尔伦等的作品。
李青崖曾在比利时留学时期精心钻研法国文学，后来他一直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
徐哥受到康德、柏格森的哲学、弗洛伊德、容格的心理学的影响，钟情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
论语派作家又努力从中国传统中发现现代，林语堂将儒教的精神本质归结为一种近情人理的“人文主
义”，他受到老庄自然主义天道观的影响，他认同佛家的悲天悯人的思想，他推崇袁中郎的性灵说。
邵洵美从小受中国古诗词的熏陶，热衷于《诗经》、《唐诗三百首》，他曾潜心研究孔子的诗论，发
表《孔子论诗》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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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研究论语派是缘于“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在研究该课题时论语派
是其中必须关注的一个研究对象，在阅读了诸多论语派作家的小品文以及《论语》、《人间世》、《
宇宙风》等刊物后，我发现论语派并非如以前人们所认识的那样一味幽默，他们的小品文创作也具有
强烈的正义感，虽然他们也提倡幽默，但是他们作为自由主义文人仍然有着执着的人文精神。
因此，我便想对于论语派作进一步比较全面的研究。
近些年来，我越来越认识到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梳理清过程比简单得出某种结论更为重要。
2006年9月，由我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史》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主编该文学史的过程
中，我更坚定了如上的想法，这也成为我研究论语派的基本方法，关注史料、关注过程、关注史实，
成为我对于论语派研究的基本思路。
在对于论语派的研究中，我想首先弄清楚论语派的小品文到底写了什么内容，也分析论语派小品文的
幽默与闲适，研究论语派小品文的独特风格，进而将论语派放在东西方文化的背景中研究他们的文学
观念文学创作与东西方文化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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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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