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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些短文都是在抗战中最后几年陆续写成的，在几个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过，因为都是谈文学，所以我
把它们结集成为这个小册子。
     文学是谈不尽的，坊间文学入门之类书籍实在太多。
这类书籍没有多大用处，人人都知道。
学文学第一件要事是多玩索名家作品，其次是自己多练习写作，如此才能亲自尝出甘苦，逐渐养成一
种纯正的趣味，学得一副文学家体验人情物态的眼光和同情。
到了这步，文学的修养就大体算成功了。
如果不在这上面做功夫，读完任何数量的讨论文学的书籍，也无济于事。
    这个小册子说浅一点不能算是文学入门，说深一点不能算是文学理论。
它有时也为初入门者说法，有时也牵涉到理论，但是主要的是我自己学习文艺的甘苦之言。
文学是我的第一个嗜好，这二十多年以来，很少有日子我不看到它，想到它。
这些短文就是随时看和随时想所得到的一点收获。
在写它们的时候，我一不敢凭空乱构，二不敢道听途说，我想努力做到“切实”二字。
在这一点，我希望这个小册子和坊间一般文学入门之类书籍微有不同。
我愿与肯用心的爱好文学的读者们印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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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谈文学》是朱光潜专门写给青少年及大众读者的文学启蒙读本。
本书行云流水，自由自在，他像谈话似的一层一层领着你走进高深和复杂里，从深入浅出的话语中你
可以了解到一些文学的基本知识，还可以感受到春风化雨般的熏陶。
作者认为学文学第一件要事是多玩索名家作品，其次是自己多练习写作，如此才能亲自尝出甘苦，逐
渐养成一种纯正的趣味，学得一副文学家体验人情物态的眼光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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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光潜：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
笔名孟实、盟石。
历任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谈美》写于1932年，是继《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后的“第十三封信”，同年1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
作者说：“在写这封信时，我和平时写信给我的弟弟妹妹一样，面前一张纸，手里一管笔，想到什么
便写什么，什么书也不去翻看，我所说的话都是你所能了解的，但是我不敢勉强要你全盘接收。
”历80年的时间淘洗，本书愈发显出字字珠玑的名作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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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谈 文学与人生第二谈 资禀与修养第三谈 文学的趣味第四谈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上）：关于作
品内容第五谈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下）：关于作者态度第六谈 写作练习第七谈 作文与运思第八谈 选
择与安排第九谈 咬文嚼字第十谈 散文的声音节奏第十一谈 文学与语文（上）：内容、形式与表现第
十二谈 文学与语文（中）：体裁与风格第十三谈 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第十四谈 作
者与读者第十五谈 具体与抽象第十六谈 情与辞第十七谈 想象与写实第十八谈 精进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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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艺术。
就其为艺术而言，它与音乐图画雕刻及一切号称艺术的制作有共同性：作者对于人生世相都必有一种
独到的新鲜的观感，而这种观感都必有一种独到的新鲜的表现；这观感与表现即内容与形式，必须打
成一片，融合无间，成为一种有生命的和谐的整体，能使观者由玩索而生欣喜。
达到这种境界，作品才算是“美”。
美是文学与其他艺术所必具的特质。
就其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而言，文学所用的工具就是我们日常运思说话所用的工具，无待外求，不像形
色之于图画雕刻，乐声之于音乐。
每个人不都能运用形色或音调，可是每个人只要能说话就能运用语言，只要能识字就能运用文字。
语言文字是每个人表现情感思想的一套随身法宝，它与情感思想有最直接的关系。
因为这个缘故，文学是一般人接近艺术的一条最直截简便的路；也因为这个缘故，文学是一种与人生
最密切相关的艺术。
    我们把语言文字联在一起说，是就文化现阶段的实况而言，其实在演化程序上，先有口说的语言而
后有手写的文字，写的文字与说的语言在时间上的距离可以有数千年乃至数万年之久，到现在世间还
有许多民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
远在文字未产生以前，人类就有语言，有了语言就有文学。
文学是最原始的也是最普遍的一种艺术。
在原始民族中，人人都欢喜唱歌，都欢喜讲故事，都欢喜戏拟人物的动作和姿态。
这就是诗歌、小说和戏剧的起源。
于今仍在世间流传的许多古代名著，像中国的《诗经》，希腊的《荷马史诗》，欧洲中世纪的民歌和
英雄传说，原先都由口头传诵，后来才被人用文字写下来。
在口头传诵的时期，文学大半是全民众的集体创作。
一首歌或是一篇故事先由一部分人倡始，一部分人随和，后来一传十，十传百，辗转相传，每个传播
的人都贡献一点心裁把原文加以润色或增损。
我们可以说，文学作品在原始社会中没有固定的著作权，它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集腋成裘的。
它的传播期就是它的生长期，它的欣赏者也就是它的创作者。
这种文学作品最能表现一个全社会的人生观感，所以从前关心政教的人要在民俗歌谣中窥探民风国运
，采风观乐在春秋时还是一个重要的政典。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原始社会的文学就几乎等于它的文化；它的历史、政治、宗教、哲学等等都反
映在它的诗歌、神话和传说里面。
希腊的神话史诗，中世纪的民歌传说以及近代中国边疆民族的歌谣、神话和民间故事都可以为证。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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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谈文学》是朱光潜专门写给青少年朋友的文学启蒙读本。
朱光潜谈文学，行云流水，自由自在，他像谈话似的一层一层领着你走进高深和复杂里，从深入浅出
的话语中你可以了解到一些文学的基本知识，还可以感受到春风化雨般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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