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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位教师，1984年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年。
那一年我接受邀请，为北京市的党政干部基础科讲授了“文学概论”课程。
课程在北京电视台播出。
听我课程的学生多是年纪较大、却未能接受大学教育的老学生。
这些学生来自各行各业，从中央的干部到部队的军官，从商店的服务员到尚未找到工作的知青。
据统计，仅北京一地按时听我课程的学生就有16万之多。
在1984年每周三下午，只要转到北京电视台的频道，就可以看见我操着一口带南方口音的蹩脚的普通
话在讲课。
这是我在电视台上课最久的一次，课程持续了半年多才结束。
为配合这门课程，除了由当时的红旗出版社出版了我编写的《文学概论》上下册(初版27万册)，当时
的《北京自学考试报》还专门辟了一个“文论漫笔”的专栏，每周或每两周发表我的“千字文”。
俗话说：人到中年万事休。
我当时“人到中年”，可并没有“万事休”的感觉，相反，我在《祝酒歌》歌声所营造的特殊气氛觉
中，精力饱满，生气勃勃，觉得自己的教师生活才刚刚开始。
这样，我就开夜车，抽一些时间，用随笔的文字，写一写授课后仍然觉得意犹未尽的内容，在报纸上
与学生们一起讨论。
后来有不少读者喜欢我的文字，给我很大鼓舞，我就断断续续写了许多年。
这本小书的短文多半是在那些年写的“文论漫笔”中选取的。
    此外，2000年前后数年，天津的《文学自由谈》约我写稿，我照着给《北京自学考试报》写“文论
漫笔”的笔调，探索文学作品或文学创作中一些看似微小却很重要的问题。
这次，我在这些短文中也选择了一部分汇入到这本小书了。
此外，从2009年开始，我也写“博文”，其中所写免不了还是“漫笔”。
《中国社会科学报》副刊等报纸和刊物也发了我若干篇“博文”。
这次也经过挑选，把其中一部分纳入此书。
    本书勉强分为三编，即“文学之根”“文学之理”和“文学之技”。
实际上，很多问题是无法绝然分开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写这些短文的时候，也没有按照这个区分去写。
我觉得“根”“理”“技”三点常常难以分割。
这次为编书体例的需要，勉强作这样的分割，这并非我的本意。
    我自1955年进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58年留校任教，至今已57载。
现在大家叫我为文学理论家，在我心中则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文学爱好者。
因为爱好，转为热爱，转为挚爱，转为玩赏，转为享受，于是开始思考文学各类现象和问题，开始教
文学理论课，开始写所谓的文学理论“论文”和“专著”。
我自己则以为我撰写的那些教材、论文和专著，受自己学力所限，受时代的局限所致，虽冥思苦想，
但创见有限。
倒是这些短文、漫笔，心之所想，灵之所悟，笔这所致，还有些微值得咀嚼的东西。
这次，敝帚自珍，选择其中一些篇章汇入小书，作为纪念。
当然也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我非常高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能联袂推出钱中文先生、王向峰先生、孙绍振先生和我四位文学理
论学人的随笔，特别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以及赵月华编辑辛勤的劳动。
    童庆炳    2012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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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雨相随:在文学山川间跋涉》分为三编，即“文学之根”“文学之理”和“文学之技”。
其内容包括杜甫《八阵图》诗的歧义、“推敲”再评议、把谎话说得圆、比喻与审美、“不隔”之美
、不写之写、更少就是更多、含泪的微笑、怀旧情调与作品的开头、黄筌拒改吴道子《掐鬼图》的启
示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雨相随>>

书籍目录

上编文学之根 第二次天真／3 雏菊与雨果的退想／6 太阳照样升起／9 “文学是入学”新解／l2 作家的
位置／l6 遭遇与艺术创造／l9 古典的李白 现代的李白——纪念李白诞辰 1300年／21 “内视点”与文学
的生命力／25 重建历史世界——历史文学谈之一／28 隐喻现实世界——历史文学谈之二／31 暗示哲学
意味——历史文学谈之三／34 金钱的艺术形象／37 漫议“绿色文学”／40 “人外无诗，诗外无人”
／50 人物命运的文学意义——从游蒋介石的 南山别墅谈起／52 生命撞击的钟声／60 听泉经验的艺术
启示／63 文章与酒／65 以真为假和以假为真／67 由“我”自己伸张出来／69 中编文学之理 文学与灯
光／75 文学与绘画／78 枯燥药方为何熠熠生辉／80 妙玉的洁癖和意识形态／83 风姐登场分析的发明
权问题／86 米洛的维纳斯与缺陷美／90 “偷维纳斯的腰带”／93 米洛的维纳斯与研究热／96 陶渊明
的《饮酒》与意识形态／99 由此岸向彼岸张帆远航／103 假如我们从艺术角度来看《诗经>／106 冷眼
深情／110 美与形式／114 梦醒时分——兼谈美在关系／116 齐白石的《虾》《青菜》为何价值连城
／l20 歧义的魅力／123 审美的层次／125 诗为活物／129 “通感”产生诗意的再考察／134 谈艺术的常
规和惯例／l36 文学的第一要素／l41 文学批评不是“寄生”性的／145 文学语言奥秘／147 “幸福”与
“不幸”／l49 艺术的“强词夺理”／l52 语尽而意不穷／157 隐喻之美／159 “鱼”与“熊掌”应“得
兼”／l62 爱国？
思乡？
／166 “真体验”——合理、合情和合意／l69 真与奇／l75 下编文学之技 画框、距离与《红楼梦》的
开头／179 艺术从“稍微”两字开始／l8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句双解／185 杜甫《八阵图》
诗的歧义／l87 “推敲”再评议／l89 把谎话说得圆／192 比喻与审美／l95 “不隔”之美／197 不写之写
／200 更少就是更多／203 含泪的微笑／206 怀旧情调与作品的开头／208 黄筌拒改吴道子《掐鬼图》的
启示／210 声律与感情／212 诗的三重境界／214 春天对严冬的感慨与沉思——读王蒙的《杂色》／217 
香山樱桃沟的山桃花／223 写什么与怎么写／225 意尽言止／227 眼中、胸中、手中／229 一切景语皆情
语／231 艺术形象的具体与概括／234 艺术形象：形与神／236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雨相随>>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当然聂赫留朵夫也并非要放弃自己的一切，他只是要调和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以求得心灵
上的平静，并不希望看到农民起来造反。
实际上，不止这篇小说，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几乎全部小说中，那些有“良心”的地主和贵族，都有
一种“忏悔”意识。
他们都觉得剥削或欺压下层的百姓有罪，必须帮助下层的百姓摆脱不幸的命运，自己的心才能找到一
个平静的寓所，自己的生活也才会有意义。
这里特别有意思的是，托尔斯泰自己就是一个庄园主，但他很早就开始厌恶农奴制，想把土地分给农
奴。
列夫·托尔斯泰的儿子谢尔盖·李伏维奇在《往事随笔》一书中谈到他的父亲：“他好像是突然睁开
了眼睛，看到了农民贫穷的生活，再也不能过那种安然的舒服的生活了。
我还记得，他去看了奄奄一息的费陀特回来，激动地说：我从费陀特那儿回来的路上，听到谢尔盖在
弹布朗士的匈牙利舞曲。
我不想责备他。
但是，我们周围住着这么多穷人，他们生病、死亡，而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甚至不愿意知道，却在弹
奏愉快的歌曲，这是多么奇怪的事。
’”列夫·托尔斯泰一生都在忏悔，并用自己的作品和行动谴责罪恶的农奴制，要求解放农奴。
他一生都在热情地痛苦地寻求生活的意义，他的一系列的作品中有良心的贵族形象都有他自己的“肖
像”。
他总是把自己摆进作品中去，谴责“自己”，拷问“自己”，为“自己”寻求出路。
 所以高尔基说的“托尔斯泰的全部创作就是为那个贵族聂赫留朵夫找一个合适的位置”这句话，不但
符合托尔斯泰的创作。
而且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优秀的作家总不会为创作而创作，描写一些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他的人物
中总有一些就是他自己的化身，正面人物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的追求。
他感到生活中没有自己合适的位置，他在艺术想象中千方百计为自己设想一个合适的位置。
譬如今天社会给人们提供了两种位置：官员和商人。
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官员以他手中的权力去换取钱财；商人以他的合法和不合法的经营去赚取钱
财。
那么如果一个作家不想扮演这两种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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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雨相随:在文学山川间跋涉》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雨相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