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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综的基础上高瞻千古——谈来裕恂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稿》

【作者】伍立杨

【关键词】 《中国文学史稿》（裕恂 著）

    岳麓书社近期推出来裕恂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稿》，尘封百年而得以重现天日，真是不幸中的万

幸。他像京剧的名角，往舞台中央一站，满堂的气氛都是他的；又像国画巨子，一笔下去，满纸的气

氛都出来了。总之，眉目朗然清晰。 

    本书绪言起句就说，“置身于喜马拉耶之巅而东望亚洲，岿然一四千年之大陆国……”乃以遒练

笔法振起，气势澎湃。接着简述近代国家所处困境，就古代学术之灿烂历数而举一反三，反复驳问，

何以学术并未转化为进化之助力，反成重如磐石之扼制的瓶颈？先生曰:“则以泰西之政治，随学术为

变迁，而中国之学术，随政治为旋转也。”这才是造成困境之关键枢纽。先生又举欧陆学术之大宗，

谓其以学术之力，转移政治之方。乃是开创性地以知识分子的自觉来观照学术的处境。最后讲述文学

之为用，其在学术中的位置，作为著书之缘起。 

    全书只有十余万字的篇幅，言约意丰、简明条畅的叙述中，峰回路转，作者之用意阐发得淋漓尽

致。 

    第二编第八章讲述先秦诸子的起承转合，流别异同，在分叙与综论中，抉发得失，推求的方法是

何等的高明。第四编将文笔之分推至先秦诸子，眼光如炬，其间亦梳理古人文体认识的涣散，有似今

人辄称近体诗为古诗。 

    第九编讲述清代文学，辄就经学、性理、舆地、算学……一一罗列之，虽非狭义之文学，然于文

学正有千丝万缕之关系，或为一体之多面，或为多体之一脉，既以总论纫之，又以各章节之内在联系

串起，可谓讲文学而兼涉群经，故其整体感如控六辔在手，操纵自如。 

    至于具体作家定位，评人衡文，叙其性情与文风，简洁老到而传其风神。末章叙当时最近之文学

情形，当预备立宪诏下，“中国之文学，自此将与欧美合乎。是又开前古未有之景象，而文学史上，

又为之生色矣。”此一判断，真老吏断狱，完全吻合此后数十年文学之走向，精切如有神遇。 

    来先生于元代诗学之后讲元代医学，唐代诗学之后辅以佛学成就，且篇幅充盈，似此虽非狭义之

文学，实质却与文学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者文学并非纯之又纯的真空，二者参照系渊然而明，犹

如沙盘推演，战略态势历历在目，于读者自大处把握文学之处境、学术之流别，功莫大焉。 

    先生为光复会先贤，著书极擅大处把握，篇目章节之合纵，亦如占象州郡山川一般烂熟罗于胸

中，以文学史为主轴的学术阵形朗然在目前。这需要高度的把握能力，以超群绝伦的智慧，从故纸堆

中归纳，辨析，总结之。参照作者所生活的急剧转型的时代，种种观念事态的冲击，附丽近代学术的

估衡，在博综的基础上触类旁通。 

    先生具有深邃之眼光，于人所不经意的地方，一见即能执其关纽、间隙，故其论断臻于一种超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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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于古于今皆然，须知来先生著书之前，虽无系统之文学史著，却有山垒海积之诗文评，如无

超卓的综合辨析工夫，焉能超乎古人自成一家？此则鉴别发挥的功力有古人未到之处；至其视今人著

述，更是下望齐州九点烟，令今人难以企及。 

    《中国文学史稿》概括力极强，取精用宏，斐然成章。民初和民国中期的文学史虽有区别，但同

一特征，即文字叙述讲究，读来舒服。近数十年新编写的文学史，不啻数千部，研究人员较百年前上

千倍增加，然视前人著作，仍是望尘莫及。在前贤文学史的精准、精确、精切、精妙、精彩的相形之

下，今人的伧俗的面目更显可憎。 

【原载】 《文汇读书周报》2008-12-12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级

研究中心，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介绍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创建于1956年，已

有50余年办学历史。现任院长谢建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