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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的一个分支，本卷试图从现、当代文学的各个侧面评述有关论
辩的历史情况及各方观点，希望为读者搭建一个回望“世纪性”论争的小小平台。
与论争过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相比，这个小小平台展示的空间和内容是有限的；不过，为搭建这个平
台，本卷作者们却也查阅了大量资料，有些还是人们平时不留心或不易看到的原始资料。
就像面对一片广袤的森林，为了给读者提供进出这片森林的方便，是他们初步清理了现场，疏通了道
路，设置了标志和路牌，庶几使壮游者不致探身丛莽，漫无目标。
古人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话也可大体用在各位作者身上。
总的说，这是一项开启性的工作，相信它的粗率与幼稚，将和草创之功同时受到读者关注。
当然，说到“开启”二字，我们不会忘记这套大型书系最早的策划者，是他们对这套书系进行了设计
，完成了早期的许多铺垫工作，并给予作者们一试身手的机会。
而我作为本卷的主编，也是在这套书系进行了一段工作之后才参加进来的。
　　20世纪是一个充满各种变数的世纪。
对于这些变数，中华民族一向十分敏感，因为它产生的各种正、负影响，往往深不可测，而其带有暴
力倾向的冲击波，总是向弱者释放，这样，我们这个积贫积弱的大国，就免不了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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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从鸦片战争催逼着中国打开自己的国门以来，西方在中国人的心里就是一个无法言说的精神症
结。
从拉开世纪帷幕的戊戌维新到世纪末促进中国经济腾飞的邓小平南巡，整个20世纪，一代又一代的知
识分子从西方学成归来，期望用他们所景仰的西方文化与科技来报效祖国，但是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
子也肩荷着一份同样的沉重，他们不可避免地感觉到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对西方文化精神的强大的
排斥与同化的力量。
正是这种文化的冲突，使得一直处在急剧变革的历史旋涡之中的中国，诸如激进与保守、趋新与骛旧
、革命与反动、自由与约束等等各种社会思潮的矛盾，不仅在社会体制的变革中而且在人们思想观念
的演变中缠结在一起，影响着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因此，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种种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思潮论辩，看起来十分复杂、十分激烈也
十分热闹，但其根源似乎都可追溯到中西文化观念这一深层次的冲突上。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是一套熔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炉的大型系列书
籍，是二十世纪关于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重要学术思想的汇要，共四卷四十册。
本卷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试图从现、当代文学的各个侧面评述有关论辩的历史情况及各方观点，希
望为读者搭建一个回望“世纪性”论争的小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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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中西文法的比较来看，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往往从两个方面来证明白话文为中国文学之正
宗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一个源头是禅宗语录到明清小说这千余年来的白话文学，如胡适著《白话文学史》指出：中国佛教的
译经体及变文，以其“宗教经典的尊严，究竟抬高了白话文体的地位，留下了无数文学种子在唐以后
牛根发芽，开花结果。
佛寺禅门遂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
”另一个背景就是西方文学以及文字语言演变历史，如胡适在首倡文学革命时即以西方文学历史进化
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
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
其后意大利有但丁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
　　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
路得创新教始以德文泽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
英法诸国亦复如是。
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
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
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
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
”而陈独秀更是把这一种意见表达得酣畅淋漓：“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
革命之赐也。
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
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
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1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
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
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
故日，今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既将西方文学引以自证，又口口声声赞美欧洲之庄严灿烂，新文学家对西方文学的这种崇信态度也
为保守主义者们所不满。
他们攻击新文学运动倡导者“工于媚外，惟强是从”，而且就一些具体问题与新文学倡导者展开了中
西优劣的争论。
如关于新文学提倡的效仿西文使用标点符号的问题，有保守派攻击说：“此等钩挑，想亦是效法西洋
文明之一，但就此形式而论，其不逮中国圈点之美观，已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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