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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宽容”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从术语的缘起看，在中文世界，“宽容”可以上溯到先秦诸子的论述。
《论语》日：“宽则得众。
”《尚书》则谓：“有容德乃大。
”《庄子·天下》如是说：“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
”在西方，“宽容”的语言学起源，来自拉丁文“tolerare”（忍耐）。
作为一个现代性的思想范畴或概念，“宽容”则起源于欧洲“十六、十七世纪围绕宗教宽容所展开的
漫长争论”。
①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界定，所谓“宽容”，意即“允许别人有判断和行动的自由，耐心而
不带任何偏见地容忍那些有别于自己或普遍接受的观点和行为”。
②许多论述“宽容”问题的理论成果表明，这个定义已经被当代中国文论界所普遍援用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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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立立，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出版专著《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小说研究》、《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参撰《20世
纪中国文学史》、《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等。
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杂志发表论文70余篇。
　　刘小新，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所长，文学博士。
著有《阐释的焦虑》、《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新读本》（合著）等。
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文学评论》、《东南学术》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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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主义”的含义与类型／168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172三、“承认的政治”与“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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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22年1月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开辟了讨论文学问题的“自己的园地”专栏，1923年又由北京
晨报社初版印发了《自己的园地》文集，收入周作人1922年前后所写的涉及文艺问题的大多数文章，
其中包括《文艺上的宽容》、《文艺上的统一》、《贵族的与平民的》和《诗的效用》等专门论述或
涉及“文艺上的宽容”问题的多篇重要文章。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诚如阿英先生所言：“批评
方面，《自己的园地》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基石。
”①如果说周作人写于1918年至1920年的《人的文学》、《论黑幕》、《平民文学》、《思想革命》
和《新文学的要求》等一系列文章都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胡适语）的重要宣言，具有文学
革命的激进色彩，那么，《自己的园地》虽然仍旧一贯地坚持“文学写作的个体主义立场”，仍然强
调“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和“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以及“尊重个性”的美学原则，但在文学观念上
更倾向于宽容和自由主义，如同止庵所言：《自己的园地》“建立起一种宽容的批评观”。
②　　周作人“文艺上的宽容”理念的形成受到中西文化宽容思想的影响。
在周作人看来，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喜欢服从与压制，最缺乏的是对于一切专制之
憎恶”（《雨天的书·托尔斯泰的事情》）。
“倘若东方文化里有最大的毒害，这种专制的狂信必是其一”（《雨天的书·济南道中之三》）。
因此，反抗专制就是思想启蒙的首要任务。
周作人正是从清除专制毒害的思想高度阐述“宽容思想之养成”对于现代性启蒙的意义和迫切性。
而“宽容思想之养成”则需要吸取西方近代思想史的宽容精神。
在《雨天的书·黑背心》中，周作人如是说：“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切要的是宽容思想之养成。
此刻现在决不是文明世界，实在还是二百年前黑暗时代，所不同者以前说不得甲而现今则说不得乙，
以前是皇帝而现今则群众为主，其武断专制却无所异。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宽容话语与承认的政治>>

媒体关注与评论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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