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文学革命

第一章



一、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
的开端。



1、早期渊源－晚明时期的进步文学观

§明中叶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李贽，曾率
先高举起个性解放的旗帜，以“童心
”说，“自然”说等文学主张，批判
“天不变道亦不变”、“存天理灭人
欲”等封建哲学观、伦理观，以及尊
卑上下的封建等级观，向“文以载道
”、“温柔敦厚”的封建文学观发起
了猛烈的攻击。



§所谓童心说，童心即是真心，“夫童心
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他认为，具有童心，才能写出有真情实
感的文字，“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
童心焉者也”

§所谓自然说，就是因为注重作品的真情
实感，所以他反对在形式上过于雕琢，
而要求以自然朴素为美。



§ 童心是内容方面的真，而自然说是形式方面的要求，
“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宜畅；性情舒徐者，音调
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
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
皆性情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
一律求之哉？”就是说，如果没有真性情在其中，
只有雕琢的字句和声律，也同样是假文，所以应该
在写真性情的基础上出以自然朴素的笔法。

§ 他曾十分蔑视被奉为经典的《论语》、《孟子》，
极力推崇正统文学之外的小说戏曲，为市民文学的
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 



§ 接着出现的“公安派”，特别是代表人物袁
中郎（袁宏道），直接师承了李贽的文学观，
把人的解放和文学解放的思潮，推进到一个
新的阶段。他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可以说开
启了晚明包括《牡丹亭》、《金瓶梅》等市
民文学的繁荣。(袁宏道：《叙小修诗》，
《袁宏道集笺校》，第123页,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1年版) 

§ 这种与封建正统文学分庭抗礼的人文主义思
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五四文学先驱。 



2、先导－近代进步文学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近代一位资产阶
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诗人
龚自珍，在他的创作中，曾揭露了帝
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及满清政府的腐败
无能。并且喊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的时代忧愤，抨击
了清朝统治下“万马齐喑”的政治局
面，大声疾呼改革的“风雷”。 



3、前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文学改良观

§ 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一战，宣告了洋务运动
的彻底失败，即是说片面学习西方物质技术
的失败，如以前主张学习人家的“师夷长技
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船
坚炮利”。只有物质文明上的学习是不够的，
必须在政体上还有思想上加以更新。于是以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
吸取洋务派的教训，主张变法维新，进行政
治体制的变革。同时，为了政治变革的需要，
他们的文化思想——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 



§ 梁启超曾把小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提到空前的高度，
视小说为社会改良和政治变革的先导，于是他提出
“新小说”或“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梁启超写了
一篇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华小说
界》1902年第2卷第1期)，在其中讲到： 

§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新民，
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
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
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
故？小说有不可思议支配人道故。

§ 他亲自实践，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等政治小说，
描绘了他理想中的中国。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倡导
语言形式的变革，提倡“平易畅达”的新体散文。 



§黄遵宪首倡“诗界革命”，在内容上黄遵
宪主张诗歌应有鲜明的时代感，诗人应写
自己独特的感受：“用今人所见之理，所
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务使
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不能施之于他日，
移之与他人。”。(黄遵宪：《先兄公度
先生事实述略》，《中国历代文选》第4

册，第3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



§在诗歌形式上，黄遵宪主张言文一致，为
使“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
字之用”，就需要变更文体，使之“适用
于今，通行于俗”，“明白晓意，务期达
意”。他在《杂感》诗中提出的“我手写
我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成为“诗界
革命”中影响最大的口号。



§维新派人物还积极倡导白话文。１８９
８年裘廷梁在《苏报》发表《论白话文
为维新之本》的著名论文，明确提出“
崇白话而废文言”，“白话文为维新之
本”的主张，并且指出：“愚天下之具，
（工具、途径）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
莫白话若，”“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
话行而后实学兴。”



§在这些进步的白话文主张指导下，
长江下游各省形成了一股白话文运
动。据统计，当时出版的白话报纸
有十多种，白话教科书有50多种，
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以白话取代
文言的潮流势不可挡。



§另外，戊戌变法前后，还大量译介
了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学说和文
学作品，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林纾翻译的《茶花女遗事》、
《黑奴吁天录》等，对近代的启蒙
主义思想和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
也为五四文学革命向西方学习打开
了一扇窗户 



4、直接发端－新文化运动

§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
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
国。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包括洋务运动、
维新变法在内的第三次大的变革，表明
了中国资产阶级为改变祖国积贫积弱面
貌而奋斗的胆识和力量。但是由于中国
资产阶级本身在经济还有政治立场上的
软弱性，辛亥革命很快失败了。



§ 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民族命
运、国家前途和革命道路的思考。他们明确地意识到
了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两个根本原因：一是封建君主
专制赖以长存的精神文化基础远未被革命铲除；二是
革命党人与人民群众存在着严重的精神隔膜。陈独秀
在一篇文章《一九一六年》,《新青年》1916年1月第
1卷第5号，讲到： “吾国年来政象，唯有党派运动，
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
每不易成就。”于是，让民众觉醒的思想革命，被推
上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前沿。 



§ 先驱者认为，思想革命可以同时解决辛亥革
命暴露出来的两个问题，既能够通过对传统
儒家文化思想的批判来铲除封建君主政体的
精神基础，又能够通过思想启蒙来唤醒民众，
启发民众，促进国民意识的现代化。

§ 在封建思想体系完备的情况下进行思想革命，
先驱者认为最为快捷的途径是引进西方近现
代以来形成的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思
想意识。 



§为适应思想革命的需要，于是《新青年》
杂志应运而生。《新青年》是１９１５年
９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综合性期刊，
它的原名叫《青年杂志》，从第２卷起改
名为《新青年》。《新青年》一开始就高
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思想文
化进行攻击，提倡反对文言，提倡白话，
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敬告青年》

§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 后来陈独秀又把这六条进一步归结为“拥护
德、赛两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的总
口号。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
曾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德莫克拉西、
赛因斯）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
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
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
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新青年》1919年1月第6卷第1号。) 



§先进知识分子关注的重点开始从
政体向思想革命、从政治觉悟向
伦理觉悟转移，这标志着一场新
的文化运动的兴起，为稍后的文
学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准备了理论
条件和思想基础。



§二、文学革命的经过
及主要内容 



（一）：１９１７年１月前－酝酿阶段。

§ 《新青年》同人在宣传新思潮，开展启蒙运动的
同时，已经注意到了文学革命的必要性。《新青
年》创刊后不久，针对国内文坛状况，陈独秀就
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
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
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演进过程，
并在与张永言的通讯中明确表示了文学改革的愿
望：“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
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
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陈
独秀：《答张永言信》,《青年杂志》1915年12
月第1卷第4号。)这一主张曾得到一些人士的赞
同。  



§ 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给陈独秀写
信，在批评旧文学腐败的同时，从“言文一致”的
要求出发，首先提出“文学革命”的概念和改革旧
文学的“八事”主张，也就是我们后来总结的：须
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
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
字俗句。对胡适文学改革的“八事”，陈独秀“以
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除对“五八二项”提出
不同见解，其余六事他都“十分赞同”。以上这些
讨论虽然在当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但可视为文学
革命的酝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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