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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秀惠  

 

 

胡適是五四時期最早提出文學改良主張的先驅，在他的〈文學改良芻議〉、〈建設

的文學革命論〉兩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在相關議題的代表性觀點，某些觀點從今日的

眼光看來固然也已經陳舊，但放在五四那個時代背景去解讀，自有其獨特性。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認為談文學改革須從以下八事入手： 

一、須言之有物：物指情感和思想；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句之間，既無高遠

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 

二、不摹仿古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不必

摹仿唐宋，亦不必摹仿周秦，為實寫今日社會之情狀，故能成真正文學。 

三、須講文法：不講文法是為不通。 

四、不作無病之呻吟：不思奮發有為，服務報國，但知發牢騷之音，感喟之文

，作者將以促其壽命，讀者將亦短其志氣，此所謂無病呻吟。 

五、務去濫調套語：以其耳目所親見親聞親身經歷之事物，一一自己鑄詞以形

容描寫之，即是工夫，用濫調套語者，皆懶惰不肯鑄詞狀物者。 

六、不用典：文人詞客不能自己鑄詞造句以寫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

不全切或全不切之故事陳言以代之，以圖含混過去，是為用典。 

七、不講對仗：不當枉費有用之精力於微細纖巧之末。 

                                                 
 張秀惠，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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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不避俗語俗字：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最盛，可傳世不朽之作，當以元代為

最多，當時文學最近言文合一。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今日作文作

詩，宜採用俗字俗語。 

另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宗旨則是「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胡適認為

中國的文學凡是有價值生命的，都是白話或近於白話的，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

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創造新文學的進行次序約有三步： 

一是工具：工具就是白話，應多讀模範的白話文學、用白話作各種文學。 

二是方法：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作模範。 

三是創造：工具用得純熟自然了，方法也懂了，方才可以創造中國的新文學。 

胡適信奉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實用主義，將實用主義的進化觀引入文學理論，

否定永恆不變的法則和權威性，在此基礎上提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的命題，

此命題既否定了舊文學主導五四文壇的可能性，又張揚了文學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從而在理論上為創造新文學提供了依據。 

在文學自然進化的規律下，新文學的誕生有其艱難的因素，其成熟必須仰賴批判

傳統，甚至引進外來文學助成改革。胡適就曾特別舉中國戲劇進化的例子來說明引進

外來文學的必要性，認為中國戲劇冗長、拖沓、節奏慢，而引進西方戲劇的三一律等

結構方式，使現代戲劇的面貌為之一變。他又反覆論述白話在文學中的功能和價值，

認為新文學運動在其現實性上就是白話文運動，是文學工具的革命的運動，並運用實

證的方法從中外文學史的事實出發，證明白話為文學之正宗用語，而且自己身體力行

地率先用白話創作新詩。凡此種種，可以看到胡適不僅建構理論，也有具體作為，他

確實在「改良」和「革命」方面非常努力。 

然而實用主義者往往僅用所發生的結果來評價事物本身的價值，不管目的，不管

手段，「有效即真理」，用這種態度解釋文學，其實是很有問題的。胡適 

習慣性地用檢驗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審視文學，過分強調文學與生活的對應性，不

能合理地解析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自然成為他的文學思想的侷限。 

以胡適的「八不」為例，所謂「言之有物」、「不作無病之呻吟」，指的是內容；「

講求文法」、「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指的是表達



 

 

17
南台通識電子報 

60 
技術上的原則；「不模仿古人」則是傳承與創新的問題。如何兼顧文與質以及知常通變

，本是中國傳統文論與詩論關注的主題，所以這「八不」並沒有突破前人的創獲，比

較特別的是他所持的立場完全以實用為出發點，議論的往往是古典文學中極端的例子

，所謂「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枉費有用之精

力於微細纖巧之末」等即是。又謂「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最盛，可傳世不朽之作，當

以元代為最多，當時文學最近言文合一。」稱元代文學中的戲劇言文合一則可，稱中

國文學以元代為最盛則根本違反一般的認知。此皆可以看出胡適因為急切於革新以及

推動白話文而產生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