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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纪的回响》丛书共编过三辑，每辑十种。
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编成。
列名主编的是李子云、赵长天和我，但主要是李子云老师策划的。
当时出版界已经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纯文学的著述难以正常出版。
李老师负责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的工作，她想学习巴金先生在30年代主编《文学丛刊》的榜样，编辑
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系统介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
这个想法大约是得到了巴金和王元化（他们都挂名为这个基金会的法人代表和会长、副会长等职）等
前辈的支持，我记得“世纪的回响”五个字是巴金先生颤抖的题词，而王元化先生还亲自提议并且找
人编辑了诗人辛劳的创作集。
具体的过程我记不清了，最初李老师与我讨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正准备出国，她要我推荐两个年轻
人来帮她做些具体的编辑事务。
我就建议她找复旦的郜元宝和华师大的杨扬，那时他们俩还都是副教授，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杨扬
的积极性似乎更高一些，他为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出了不少的力。
前两辑编得很顺利，由珠海出版社于1997年和1999年先后出版。
第一辑为“创作卷”，第二辑为“批评卷”，每辑十种，作者都是过去文学史著作里不怎么提到的作
家和批评家。
“创作卷”有许地山、废名、凌叔华、卞之琳、吴组缃、冯至、穆旦、芦焚、丽尼和辛劳；“批评卷
”有周作人、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叶公超、李健吾、梁宗岱、朱光潜、李长之和路翎。
编者大多是复旦、华师大的青年学者与一些还在读书或者刚刚毕业的博士生，也有个别年纪较大的研
究者参与了工作。
这两辑的作者名单是怎么定的我不了解，如果我参加了意见的话，也许“批评卷”里会有唐浞、常风
两位的文集。
我回想一下自己当时的行踪，1995年底到1996年上半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其后有两次去瑞典和
台湾，到1998年下半年我又去了韩国首尔大学半年，总之，是不怎么在上海。
等我回来可以安心做一些事的时候，那两辑书已经顺利出版了。
　　丛书的前两辑有过不少好评，第一辑出版后不久又重印了一次，正面的评价也不少。
出版社方面很高兴，有一次总编还特地来上海请了两桌酒席。
本来出版社还想把它作为重点图书去参加评奖，但后来发生了一点问题，因为那些作品都是从原著中
找来的，作品的语言还保.留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语言习惯，现在看来就有些不规范，出版社的责任
编辑曾经想按照现在流行的规范修改，但李子云老师坚决不同意，要求原汁原味地保留当时作家的语
言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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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白璧德（1865—1933），美国批评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
代表作有《卢梭与浪漫主义》等。
他认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过于强调“物的原则”而损害了人文艺术的“人的原则”。
因此，他主张应回到人的本源立场上来，崇尚人的道德想象和人文理性，反对功利主义的审美观。
白璧德曾教授过梅光迪、汤用彤、吴宓、梁实秋等中国学生，他的思想通过《学衡》传入中国，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界、文学界产生过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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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出版序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新人文主义思潮——白璧德在中国》
序第一辑 中国学者怎样走近白璧德  《吴宓日记》摘抄  《吴宓自编年谱》摘抄（P177—178）  悼白璧
德先生  缅怀一个人之师表  第二辑 白璧德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  葛兰坚论新  白璧
德之人文主义  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  白璧德释人文主义  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  白璧德论班达与法国
思想  白璧德论今后诗之趋势  白璧德论卢梭与宗教  穆尔论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之文学  白璧德及其人
文主义梁实秋第三辑 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旗帜下  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  文学研究法  论中国
近世之病源  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  说今日教育之危机  现今西洋人文主义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
趋势   现代文学的任务  《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序第四辑 新文学与白璧德有关的几次论争  觐庄对余新
文学主张之非难  新大陆之笔墨官司   估《学衡》  卢梭和胃口  翻译说明就算答辩  关于卢骚  冷静的头
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   什么是“健康”与“尊严”？
——“新月的态度”底批评附录一：欧文·白璧德其人附录二：两种人道主义者：培根与卢梭附录三
：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附录四：关于人文主义重新考虑后的意见附录五：学习吴宓先生的《文学
与人生》课程讲授提纲后的体会附录六：本书主要人名、概念中英文译法对照表附录七：本书尚未收
入的欧文·白璧德在中国主要译介及批评文选（1919——999）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人文主义思潮>>

章节摘录

　　第一辑 中国学者怎样走近白璧德　　缅怀一个人之师表　　我第一次接触到欧文·白璧德，是
在1914年或者是1915年，还是在与R.s.克莱恩（Crane）交谈中偶然谈到的，后来在西北大学就读的时
候，克莱恩指着《现代法国批评大师》这本书对我说：“这本书会让你思考。
”于是，就像所有同龄人一样，沉浸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之中的我，同样渴盼着在西方文学中能找
到某种与古老的儒教传统相通的更为沉稳而又有朝气的东西。
带着极为虔诚的热情，我反复阅读了白璧德当时所出的三部著作。
这些书给我展示出来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或者说是把旧的世界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新的语汇。
我第一次意识到要以同样的精神去弥合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新旧文化基础交替所出现的日趋明显的无
情的杂乱无章的断层，我也第一次意识到要以同样的精神和所积累的财富，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关
键时刻去加固这个断层。
或许我1915年的秋天来到剑桥，拜师于这位德高望重的圣人的目的就在于此。
　　我想，那时的白璧德刚过五十，已经是完全成熟而且他的风格已趋定型的时期。
尽管精力不是非常旺盛，但他看起来身体很好，他的头发稀薄，肤色白皙。
晚年明显佝偻的身躯那时还几乎不太引人注目，每次去教室上课和从教室回来，他都是步伐快捷，似
乎是一溜小跑。
他那极度文雅和沉静的特点，只出自哲学家兼学者之人，而非世间凡人所能有。
即便是第一次与他交往，你也会发现他是一位拥有大智慧的人：他让你想起那些古代掌管人的整个命
运的哲学家，而不是现代学术圈中只是学有专长的专家。
　　众所周知，白璧德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的普通意义上的学问，即便在学识上，与同时代人相比，
他与他们一样学识广博，但是他的灵活性却没有几人能够企及。
白璧德的重要性在于他那能够清理疏通和阐释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最重要的线索的基本观点。
在日常为师，或作为有着繁重编辑工作的编辑，他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于普通观点的分析之上，
跳过了纯粹的美学特性以及文学中历史的和文本的问题。
尽管白璧德对风格有着很强的感悟力，实际上他也很关注事物的客观存在，他还是把纯粹的美学特性
以及文学中历史的和文本的问题，看作相对来说与批评家生活不大相关的东西。
因此，自从他大力呼吁宣扬命运解放以来，白璧德的每次演讲本质上就是观点的对立冲突以及对西方
人的命运观的宣战。
他的演讲结构松散，但倘若整理一下结构，从世界文学中引用一些中肯的引语——用明智的评论来做
引语，无论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这些讲演就会构筑出一个中心的主题。
分辨出白璧德所担任的课程中的某个内容与其他内容的不同并不总是很容易的。
因为他所有的课程都是相互关联并服务于一个目的的，并提出相同的基本原理，不同点只是它们在重
点和细节之处上存在着差异。
你可以去选修他的任何一门主要课程，去领会他的思想的主要倾向，并且以此来获知他在其他课程中
所揭示出来的思想。
对他思想的掌握，也可以受到他在课程讲解过程中经常重复的某些令人耳熟能详的引语的启发。
这些借引的阐述有助于你，就像那些路标，与他一起进行知识朝圣之旅。
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阐释当中缺乏新鲜的材料，并使得他的阐释总是充满令人乏味的重复。
相反，他的同时代的学术巨人中，几乎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在材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方面与他相媲美
。
但是，他明白，他对那些警句式的、合适的阐述的一定频率的重复，有助于加强一般大众那健忘的记
忆中对他所传递的信息的记忆——这是他颇为欣赏的一个心理上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高明
的广告者和宣传者有着共同之处。
他坚持有技巧地重复同一事实的另一个深层原因，在于它有助于那些听众们明晰他的思想的要旨，其
作为一个统一体和核心，无论他是在论述任何一个重要话题的时候。
　　讲课的时候，整个期间他都是坐在桌边，他的讲课方式就此而言非常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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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声音清晰而且控制得当，但很少作出强调。
如果需要强调，他会伸出右臂，作出一种半圆环形，就像是想把他自己的观点推得离他的听众更近一
点一样。
他会不时地瞥你一眼，眼神是善意而坦直的，甚至看上去还有点不好意思；给听众们提出一个问题的
时候，他的头会略微朝左倾斜一点，他的右臂在空中伸出去，似乎在那里等待着并试图抓住一个答案
。
一个大胆的学生，通常是坐在教室前排的，会不揣冒昧地给出一个答案，但这很少能够成为一个与之
相应的话题。
任何刻薄的智慧或者偶尔的引语，特别是那些破坏性的，总会引来安静的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
　　然而，对于那些赞同他的观点的学生来说——特别是对他最为接近的那些学生来说，我深信——
他的每一次讲座都成了一次特别的表演。
他一走进教室的那一瞬间，你就感觉到了一个大师的出现。
立刻就能够产生出一种思想上的活泼与严肃共存的气氛。
你清楚，无论他准备就哪个已经给出的话题进行演讲，他所阐述的，都会跟你所熟知所习惯的那一切
不一样，而且，他会用一种积极的、决绝的态度来阐述他的这些思想，他会把自己真实的思想呈现给
他的信仰者，并对那些怀疑论者提出论战，直至问题终结。
在引用了某些公认的思想权威的观点之后，他会直言不讳地说：“我完全不能够同意他的观点”。
尽管他的性情得到了极好的训练控制，并有一种冷静的威严，但他自己可能会因为否决了那些绝大部
分现代思想的最高统治者们的观点而很少能够使得他的听众产生真心实意的满意。
当然，卢梭是他的特殊靶子，而且他也很少会对卢梭所钟爱的幻想弃置不顾。
那些在对现代西方受到推崇敬畏的传统的滋养之下成长起来的美国青年，毫无疑问会被白璧德毫不留
情的破除偶像的行为弄得痛苦不堪。
但是，对于一个东方人来说，这却是一种快乐的经历，因为他对几十年来西方人精神生活当中所发生
的一切一无所知，这一切对他来说自然也就是中性的、开放的和自由的，不需要服从任何个人的或者
承继下来的服服帖帖。
推测起来，对于白璧德早期的一些学生来说，是个人反抗或者孝顺的衷心，使得他们成为了对他怀恨
在心的对手，这通常发生在一旦他们离开了他的“手心”，并获得了攻击白璧德这个批评家最犀利的
机会的时候。
至少是最近几年，白璧德在他的教室里建立起了无庸置疑的权威：再也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激烈的
论战也几乎不再有。
尽管还不清楚那些默许的学生究竟是被他的学识和个性所折服，还是已经完全真正被转化，但有不少
显然是属于后面一种类型。
但是，来听他的课的学生越来越多，直至后来他的有一门课只好改在第11教学楼里，那里司以容纳三
、四百学生，通常是留给规定的和普通课程的。
白璧德经常语气轻松愉快地对我说：“我的学生已经多得超过了我的能力了。
”　　白璧德决不是他的那些对手们所讥讽的那样一个被奉为教主一般的教师和道德家。
敏捷的想象和丰富的幽默意识足以让他与孟子、约翰逊和卡莱尔并肩齐列，这些人远在一般的写作者
之上，尽管也有人指控他们过于呼吁人们朝向一种精神汇总累积。
如今，尽管想象和幽默在对话中比在正式的讨论中更好地得到了展示。
这些伟大的写作者，同样非常自然地，也是非常伟大的善谈者，或许还是世界上最为善谈的人存在着
。
出于同样原因，作为一个谈话者，在教室正式的氛围之外，白璧德也是可以被列入前茅的。
　　毫无疑问，他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遇到了他的知音。
但是，我却怀疑那些走近他身边并公开声称为其信徒的人，是否敢于抵制他的那些最重要的思想观点
，这些思想在他看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是他倾注了巨大的活力和智慧的结果。
至少。
一个心甘情愿的倾听者的谦逊态度，会更为令人产生好感，也更有益于在与他在查尔斯大街上的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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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时心绪的安宁和休息。
而且，在他身边，谈话有一种触手可及的轻盈，以及一种自觉，或许这也反映出了他的思想力量，这
丝毫也不逊色于他的更为令人生威的好斗。
　　在我心目中，白璧德的谈话，充满了意想不到和令人极为愉悦的智慧和洞察，而且具有相互对立
矛盾以及极为宽泛的自由的所有魅力，但是从来不曾过远地偏离人文主义者信守的原理。
白璧德似乎对所有适宜于人的活动都有兴趣，作为一个具有自己个人性情的人文主义者，所应该的，
而且也急于呈现出来的对于大多数话题都感兴趣，从内在生活一直到印度、中国和日本最近所发生的
一切。
他的那些话语，平稳而大量地流动着，就像是一条平缓地流动着的河流。
而你的惟一贡献，就像是一块中流巨石，或者就像是它的边沿的一道曲线或一个缺口，均匀地在这里
、那里滋扰着流动着的河水。
在一阵轻微的滋扰或者不适当地长久沉默之后，他会突然将他那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投向你，半是严
肃，半是好玩，探询你是否已经明白了他的观点。
而他的反驳，如果需要的话，总是转瞬即逝的，决定性的，同时也是刺激着你的思维，让你有时候忍
俊不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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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人世界性的视野和观念的确立，是以推崇西方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为标志的。
我们今天只有正视这一切。
才能够比较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五四新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能够比较贴切地理解现代文学的真实
面目。
　　本套丛书正是从五四以来对中国文学和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中选出十位，
编选的一套他们对中国的影响的文集。
每一卷都不仅包括外国思想家或者作家在中国被翻译介绍的原始材料，还收集被研究、被阐释、其思
想观点在中国被应用的材料。
　　本套丛书的规模相当壮观，在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系统的专题性资料汇编，与此
前出版的《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1898-1937）》-起，可以说填补了一大块学术的空白点。
新材料必然会推动新的学术研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给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带来新的成果。
　　——陈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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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人世界性的视野和观念的确立，是以推崇西方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为标志的。
我们今天只有正视这一切。
才能够比较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五四新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能够比较贴切地理解现代文学的真实
面目。
　　本套丛书正是从五四以来对中国文学和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中选出十位，
编选的一套他们对中国的影响的文集。
每一卷都不仅包括外国思想家或者作家在中国被翻译介绍的原始材料，还收集被研究、被阐释、其思
想观点在中国被应用的材料。
　　本套丛书的规模相当壮观，在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系统的专题性资料汇编，与此
前出版的《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1898-1937）》—起，可以说填补了一大块学术的空白点。
新材料必然会推动新的学术研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给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带来新的成果。
　　　　　　　　　　　　　　　　　　　　　　　　　　　　　——陈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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