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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距今六十馀年的文学讲义（笔录）出版，是弟子孜孜求学的心血，也是朱自清先生学术思想与教
育理念的再现⋯⋯     本书包括四个部分：第一章：方志与缘情━关於诗文价值的传统看法，偏重内容
方面；第二章：模拟━谈谈前一问题，但偏重形式方面；第三章：方笔━论述文之分体、其来源及文
学概念之变迁、发展等；第四章：品目━把历来用以表明文学价值的德性词分类，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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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出生于江苏东海县一个小官僚的封建家庭，原名自 华，号秋实。
六岁时随家从东海移居扬州，他成长于扬州，故自称“扬州人”。
1916年 毕业于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即后来的扬州中学），并考入北大预科，后转入哲学系。
1920年毕业，到江浙一带做了五年的中学国文教员。
1925年清华学校设大学部，经俞平伯 推荐，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任中文系主任，从此他一生服务于清
华大学。
1937年抗战爆 发，他随清华大学迁入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授，1946年又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仍为 
教授及中文系主任，1948年8月12日去世。
 纵观朱自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既是一位诗人和散文家，又是著名的学者和教授，更是 一名激进的
民主斗士。
 作为诗人和散文家，朱自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做过许多开创性的工 作：他与人
合作创办了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并且加入了创作新诗的行列，写下了现代 文学史上第一首抒情
长诗——《毁灭》；同时，他还编选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并 为之写了《导言》，第一次对
新诗创作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
另外，他还第一次在大学课堂 里开设现代文学课程——《中国新文学研究》，并且留有讲义稿本《中
国新文学研究纲 要》。
无疑，他是“五四”新文学的拓荒者和创业者之一。
朱自清对新文学的最大贡献，是 他所擅长的散文小品，它们在新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首先，他是继冰心等人之后 又一位突出的小品散文家，他以“美文”的创作实绩，彻底打破了复古派
认为白话不能作 “美文”的迷信，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其次，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和“
五四” 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再次，他的散文具 
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匆匆》、《背影》、《荷塘月色》、《春》等名篇，一直被认为是白 话美文的
典范，历来一直被选为大中学校的语文教材，它为培养文学青年和繁荣散文创作提 供了宝贵的艺术经
验。
 作为学者和教授的朱自清，在古典文学、语文教育、语言学、文艺学、美学等学科领域 都有很深的
造诣和建树。
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以古典文学研究和语文教育最为突出。
 《经典常谈》是朱自清系统评述《诗经》、《春秋》、《楚辞》、《史记》、《汉书》等古 籍的论
文结集，写得深入浅出，至今仍是青年人研究古典文学的入门向导。
《诗言志辨》是 他功力最深的著作，对“诗言志”“诗教”“比兴”“正变”四个方面的诗论，纵向
作了精 微的考察，理清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和衍变史迹，从而纠正了谬说。
他还先后对古诗十九首、 乐府、唐宋诗作过深入的研究，对李贺、陶渊明作过认真的行年考证，写有
《十四家诗 钞》、《宋五家诗钞》、《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李贺年谱》等著述。
他治学严谨，取 材翔实，思想敏锐，他这方面的著述凡近百万言。
朱自清始终关心着中学、大学的语文教 育，他与叶圣陶联璧，共同著有《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
隅》、《略读指导举隅》等 书。
他编过多种教材和课本，临终前还与叶圣陶、吕叔湘合编《开明高级国文课本》等。
他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语文教育家，正像叶圣陶说的：“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 师。
”（叶圣陶《朱佩弦先生》） 作为民主斗士的朱自清，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一直追求光明与真理，为
之呐喊歌吟，上 下求索。
但生活不可避免地给他以时代的苦闷和个人彷徨，以至他较长时间躲进书斋。
然而 朱自清毕竟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毕竟为他多灾多难的祖国得以凤凰涅槃而执着地寻找真 理
和光明，一旦他把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解放斗争联系起来并且自觉地走向人们的时候，他 就成为了一
个坚强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战士。
1945年他回成都对夫人陈竹隐说：“以后中 间路线是没有了，我们总要把路线看清楚，勇敢地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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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闻一多遇刺后，他更是不再 彷徨，而成为人民斗争行列中的一名坚强斗士。
1946年10月后重回北平的两年，是黎 明前最为黑暗的时期，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他执教之余，越来越关心祖国的命运， 盼望新中国的诞生，勇敢而坚定地投身到“反饥饿，反迫害”
的民主斗争中去。
毛泽东在 《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称赞他大义凛然的骨气，“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
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 综上所述，朱自清的一生是平凡的，但又是可歌可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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