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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
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
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
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
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
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
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
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纪中
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
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
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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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朱东润先生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国内最早的文学批评史著述之一。
它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框架，用全新的文学观念系统地考察了我国从先秦到清末的文学
批评发展过程。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于诗文批评外兼及词论与戏曲小说批评，提纲挈领，自成体系，突破了旧有
文学观念的束缚，至今仍为从事这一学术研究的学者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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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东润，（1896～1988），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书法家。
江苏泰兴人。
早年留学英国，归国后曾任教于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复旦大学。
1929～1943年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传记文学等领域的教学与
研究工作。
1952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生平著作超过1000万字，主要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张居正大传》、《中国文学批评论集》
、《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陆游研究》、《陆游选集》、《梅尧臣集编年
校注》、《左传选》、《杜甫述论》、《王阳明大传》、《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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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 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诸家文学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
凡一民族形成之时期，其哲人巨子之言论风采，往往影响于其民族精神，流风余韵，亘千百年。
故于此时期中，能深求一代名哲之主张，于其民族文学之得失，思过半矣。
此其人虽不必以文学批评家论，而其影响之大，往往过一般之批评家远甚。
《虞书》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旧说以为虞舜之言，说《诗》者多称道之，所托虽古，实不足信。
求古人之言论，要不出春秋以来，其时实为吾民族形成之时代。
自周之兴，宗族勋旧，分布东方，及犬戎进逼，幽王失国，于是全民族东徙，复与东方固有之诸族混
合，文化进展。
今日吾人所读之古籍，《诗》《书》《春秋》，皆此时期以来之产物也。
其时之思想家，与后代以最大之影响者，则有孔子。
孔子论文，皆指学问而言，与后世之言文学者不同。
《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其意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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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是一九四四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
写作的时候，我看到材料的不够充实，经过几年以来的学习，更看出还有许多不正确的，甚至错误的
观点。
一本书的写成，和写作的时代有关，因此在不同的时代里，对于这种的著作，已经是另写而不是改订
的问题。
谢谢古典文学出版社的盛意，这本书获得和读者大众重行见面，作为提供一种参考资料的机会。
因工作与时间的限制，除了对于个别的刊误，加以订正以外，不及另加修订，这是十分抱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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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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