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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品读名作  余香在口    赵学文    2010年秋天，《名作欣赏》度过了它的30周年生日。
    在座谈会上，前几任主编都说，30年来，《名作欣赏》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文章，构建起了文学欣
赏的理论框架，许多文章都因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有着长久的生命力，如果能编辑出版《名作欣赏》
名人名篇的精选本，从杂志到书，既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要求，又能对《名作欣赏》有个回
顾总结。
作为现任主编，我很赞成他们的看法，于是，从当年年底开始着手组织力量进行“《名作欣赏》精华
读本”的策划和编辑工作。
    我出生在60年代，曾是《名作欣赏》多年的忠实读者。
从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的品读，再到众多学界名家的赏析品位，《名作欣赏》如一泓清泉沁入我们的
心田，照亮了我们的读书行程，所受教益自然是融汇于血液里，渗透在学养中。
1986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师范学校任教语文，《名作欣赏》又成为我语文讲坛上撷英咀芳
的丰富源泉。
许多年后，我担任了《名作欣赏》的主编，面对这样一份曾经滋养过自己的刊物，我的这种惶恐几近
僧人见到佛祖吧。
    办刊几年来，作为刊物主编，我常常被读者对《名作欣赏》的厚爱所感动。
2010年《名作欣赏》举办30周年社庆，当我们寻找拥有30年全套《名作欣赏》杂志的读者的启事刊出
后，一时间电话、来函充盈编辑部。
30年，对于个人来说可谓岁月漫漫，然而数百读者孜孜订阅，精心呵护，细心收藏，这份执着令我们
办刊人心生温暖，倍感骄傲。
社庆时，我们邀请了西安的杨德盛先生参加，杨先生至今仍一字不落地阅读每期《名作欣赏》，对历
年来的好文章、好作者，如数家珍，令人感佩。
在《名作欣赏》编刊，与学界同仁交流，许多人都说自己是读着《名作欣赏》成长起来的，特别是中
老年学者，几乎无人不知《名作欣赏》。
2012年，杂志社组织了一次“‘80后’作家小说派对’，活动，黑龙江儿童文学作家黑鹤推却了很多
事，千里迢迢赶往太原，只为了却一桩心愿，见见《名作欣赏》的编辑。
她的母亲是《名作欣赏》的一位忠实读者，她在母亲的教导下长大，《名作欣赏》在她的成长过程中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与结实的黑鹤举起原浆汾酒一饮而尽，那种在《名作欣赏》工作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编辑“《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过程，对于我们，也是重新认识过去，从过去印迹的追寻中重识
《名作欣赏》独特价值的过程。
虽然今天已然是出版过剩、阅读过剩的时代，书店里各种读物应有尽有，轻击键盘便可任意找到各种
经典作品，但惟有作品品读的独有见解是随时的、个别的。
30年的《名作欣赏》留给我们许多名字熠熠生辉的学界大家以名作推介和普及为己任的学人精神，更
留下了他们舍弃八股学术文风的隽永的品读文字和言常人所未言的精辟见解。
这些独特的品质，对《名作欣赏》的老读者来说，仍余香在口；对《名作欣赏》的新读者来说，无疑
是欣赏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入门之径。
    “《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即将与读者见面了，令我们不能不遗憾的是，这个选本远远不能容纳《
名作欣赏》曾经刊出的众多好文章。
那些伟大的古今中外作家和闻名遐迩的当代作家、学者，因其思想艺术的贡献而会被我们铭记。
我们也感谢把半生精力倾注在《名作欣赏》杂志的首任主编张仁健先生。
第二任主编解正德先生、第三任主编原琳先生继往开来，成绩为人称道。
胡晓青先生老骥伏枥，在丛书编辑过程中超负荷工作，个中滋味是不亲历其事者难以想象的。
我的挚友北京大学出版社周雁翎博士对该选题的热情和他身上的北大人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令我敬佩
。
出版精品图书需要的是慢功夫，在历时两年之后，编辑人、出版人付出了很多努力，该丛书终于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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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地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后的释然，对所有参与到这项工作中的人来说都是极好的宽慰。
    谨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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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作欣赏精华读本:中国现当代散文戏剧名作欣赏》由余光中和严家炎等编著。

本册为《名作欣赏精华读本:中国现当代散文戏剧名作欣赏》，选收欣赏文章34
篇。
这些欣赏文章所涉及的现当代散文或为有较大影响，或为有较多争论，或为有某种突破。
欣赏文章作者也考虑到身处的时代性，以增加欣赏角度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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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理性的光芒与快乐 读《王小波散文三篇》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是智慧的象征，为了激发人们
思考，不至在生活中沉沦，他经常找人辩论，以自己的“无知”催生人们的思考。
苏格拉底说：“我要作希腊人的牛虻，用不断的叮咬让人们保持清醒。
”王小波的散文也有这样的作用，促人深省，催人奋发，给人以思考的快乐。
王小波还被称为“文学骑士”，骑士自然要潇洒风流一些，有情趣更可爱，在追求崇高理想的同时更
有一份人间的真情。
在中世纪，真正的骑士要擅长骑马、击剑、下棋等技艺。
王小波的散文思想丰富深刻，又有骑士风度，有文学艺术的美感，天真、可爱、亲切、痛快。
所以读他的散文有时觉得仿佛遇见了天真的苏格拉底，在不经意的、轻松自然的絮语中让人感受单纯
、真诚、可爱、有趣，而又逐渐感到深沉感到痛快淋漓，感到思想的强大震撼力：不管什么代价，要
有勇气做一个痛苦的思考的人，否则就难以为人！
这正是苏格拉底对人的解释，正是真正“骑士精神”的崇高表现。
《名作欣赏》2007年第10期所载《王小波散文三篇》集中体现了王小波“文学骑士”的风范。
 说王小波散文中有一种天真可爱，是因为他的散文没有世故，没有老生常谈，而纯粹出于真诚，出于
“骑士”的那种追求理想、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
这也正如那些“无知”的孩子的可爱：单纯得近乎透明，像一滴水珠般清澈晶莹。
在《沉默的大多数》中王小波提到了《铁皮鼓》中的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
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王小波也看透了这个世界，但他成了要照亮、改造这个世界的文学家。
他的散文多写“文革”时的回忆，那是他的青春岁月，一段充满浪漫梦想的岁月，那也是充满迷狂、
躁动、悲伤和苦难的岁月。
有许多和他同龄的作者都用笔记下了（或正在记或将要记）那个历史阶段，因为那是深夜的梦魇，让
他们无法安眠。
王小波也是如此，必须要对自己、对他人说个明白，要释放被压抑扭曲的情怀。
但对于王小波来说，他的感情是内敛的、有节制的，而不是忘情宣泄，不是感情左右了理智，而仿佛
始终是一个旁观者的目光，一个没有世事沧桑而只有认真观察思量的眼光的孩子，用纯净澄澈的心灵
让一切都显露无余。
那些司空见惯、习焉不察的，那些在别人只能逆来顺受、麻木不仁的，在王小波这里成了一个个认真
思考的问题。
而且在读者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问题也都显得那么严肃，那么无法苟且，因为这样的事件对于
一颗天真的童心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世人可以因情势所迫而认假为真，而随波逐流，那么我们还有
没有将来?我们还能否为下一代着想?难道也让这颗透明纯洁的心灵变成一潭死水，以至腐败污浊，成
为虚假丑恶的根源?那么这个社会将会怎么样呢?明代的李贽提倡“童心”说，认为好的文章就来自纯
朴真诚的“童心”。
王小波的这些散文也可以说就是“天下至文”。
借助这面镜子，借助这难得的心灵，我们才看清了事实真相，才有了那么多的问题，有了那么多的思
考，才借以唤醒那蛰伏的良知，掩卷长思，长思那些简单的问题，那些身边的现象，渐次明晰，渐次
深远。
在混乱喧嚣的生活中，逐渐展开一个属于自己的真实世界，也是一个要努力争取的理想世界。
 有人说王小波的散文充满了反讽、戏谑、嘲弄，乃至营造了一种“狂欢节文化”的气氛，在颠覆一切
权威、调侃所有正经的过程中获得了思想的解放和感情的自由抒发，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就是这方
面的一种象征。
确实，王小波的散文通过揭示社会中众多的不合理、愚昧、荒唐而让读者的思想和情感都活跃起来，
甚至有狂欢的感受：世界竟如此可笑！
然而狂欢只是真相被揭露、谜底被公开时情感的放纵，王小波作品还有更深层的意义，更让人思索这
放纵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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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所带来的更多的是新奇的视角、冷静的心态和深刻的思考，只有浅薄者才
只看热闹。
狂欢是情感的宣泄，与理智的思考相背，王小波的散文则更重在思想的力量，催人思考，探索意义，
深化情感，催生强烈坚定的内心意志。
这种锐利缜密的理智和深沉真切的情感是王小波散文魅力的重要方面。
他不追求戏剧化的效果，更不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
他的语言是普通平实，故事是平淡无奇，道理是简单易懂，态度是真诚老实，不会让人进入癫狂状态
。
而且他的行文中有时也似乎要强调“大实话”的本色，常常有“一般看法”、“我认为”、“在我看
来”、“大多数人都知道”等插入语，提示读者的真实感、实在性。
那么如何理解“狂欢”呢?我想这是因为他的文章中所蕴涵的那种强烈的情感，那种对真实、真理的强
烈追求，那种对虚假、丑恶的极端愤恨，使读者感到了狂欢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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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阵容大师云集，群星璀璨，以别样的视角引领读者进入古今中外的文学殿堂。
《精华读本:中国现当代散文戏剧名作欣赏》浓缩《名作欣赏》杂志三十余年精华，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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