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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内容概要

著名文学家、人文学者刘再复先生讲述中西文学常识，涉及文学常识的方方面面，如文学的概念，文
学的特性，文学的各项要素，文学的功能以及文学与自然、自我、宗教、道德、人生等之间的关系等
，娓娓道来，在解读文学的同时，更加注重心灵的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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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作者简介

刘再复，著名文学家和人文学者。1941年农历九月初七出生于福建南安县。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
文系。毕业后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曾任中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文学评论》主编
。80年代以《性格组合论》和《论文学主体性》等著作引发全国性讨论。1989年夏天移居美国，先后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加拿大卑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中
央大学、东海大学等高等院校分别担任过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讲座教授、荣誉教授等，现任香港科
技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和高等研究院的客席高级研究员。
刘再复一手从事文学研究，一手从事散文与散文诗创作。其著作有《鲁迅与自然科学》、《鲁迅美学
思想论稿》、《鲁迅传》、《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放逐诸神》、《
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共鉴五四》、《思想者十八题》、《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
》（与林岗合著）、《现代文学诸子论》、《红楼四书》、《双典批判》、《高行健论》、《李泽厚
美学概论》、《教育论语》、《什么是文学》以及《读沧海》、《太阳？土地？人》、《人间？慈母
？爱》、《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独语天涯》、《共悟人间》、《沧桑百感
》、《漫步高原》、《大观心得》、《人论二十五种》等散文集。最近，北京三联还出版了《刘再复
散文精编》十卷及《贾宝玉论》等。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译著有《红楼梦悟》、《双典批判》；在韩国
出版的韩文译作有《共悟人间》、《人性诸相》、《双典批判》、《面壁沉思录》、《传统与中国人
》、《告别革命》等。其论文、散文还被译为法、瑞、日、德等多种文字。
新力作，全方位解读文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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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书籍目录

第一讲 开设文学课程的理由
第二讲 什么是文学
第三讲 什么不是文学
第四讲 真实：文学的第一天性
第五讲 超越：文学的第二天性
第六讲 去三腔与除旧套
第七讲 文学的“心灵”要素
第八讲 文学的“想象力”要素
第九讲 文学的“审美形式”要素
第十讲 文学的初衷
第十一讲 文学批评与经典阅读
第十二讲 文学的隐功能
第十三讲 文学与自然
第十四讲 文学与自我
第十五讲 文学与宗教
第十六讲 文学与政治
第十七讲 文学与道德
第十八讲 文学与人生
第十九讲 文学与艺术
第二十讲 文学与文化
第二十一讲 文学与天才
第二十二讲 文学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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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精彩短评

1、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2、文学读物入门书籍，有些观点受益匪浅。
3、简明畅达，中正平和~
4、拨乱反正的入门书。
5、虽然是讲课合集，但出版物与纯记录还是很大区别的。书内大量重复的内容，是讲授者的个人爱
好体现也好，出版时就该加以修改，不让给人讲课者学识有限，例子反复的印象。整理者该反省。
6、核心观点是去功利化。有的部分讲得很好，有的部分不敢苟同。
7、在某个段落，常常有修正，深有敬服；但怎么说呢，总的框架，品尝到浅显的和搁置的味道，刘
先生你也很“超越”。可以不要动不动提高行健，提莫言嘛。
8、不可否认，本书可谓充满魅力。作者将自身对文学的挚爱娓娓道来。虽是讲义，仍文采飞扬。十
足学院大师风范。通过本书，作者希望能用其内在的理性范畴来界定出文学世界的围墙，将读者"保
护"了起来，远离那些悖论与痴狂。倒真不如"给上帝一杯"。
9、作者的文学观真是恰好和我契合。勉强算是系统性的对自身文学观有了一个归纳，受益匪浅。
10、读着很顺畅，只是没被惊艳到。作者推崇，红楼梦，高行健还有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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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精彩书评

1、第一次对刘再复这个名字有印象，是读李泽厚《与刘再复对谈》，心想以李泽厚的自负，能用“
对谈”一次给刘再复，足见此人不简单。后来在网上找来此人简介，感觉骨子里虽然是经过文革的，
脑子里不可避免会被灌粪（这点从使用的语言、对鲁迅的推崇、对莫言的鼓吹很多地方可以看出），
但80年代移居美国，执教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等名校，应该被清除不少，而且若无些斤两，也
无法在国外混那么久。但一直对他的书没有特别的兴趣，直到这本《文学常识二十二讲》，作为曾经
的文学青年，忽然间有了怀旧的味道，尤其是封面写意山水画，让人想起了《大唐双龙传》里江中垂
钓等寇仲的宁道奇。这本书，其实是刘再复在香港科技大学讲的一学期课的录音整理，这里也不难发
现香港科技大学在短短十年之内成为世界名校的秘密：选修课级别的课程，都延请一流的学者任教。
而正因为听众是理工科学生，所以作者这本书的内容很注意把握分寸，很注意深入浅出，是把对象当
做零基础的人来讲的，因而也是这门课更适合于大众阅读。尤其是适合大陆读者阅读，因为作者是从
大陆的体制生长出来的，对于中国文学“三腔”恶习、对于文学在中国的婊子地位有切身的感悟，因
而也在着力祛除这些因素。大陆的大学生尤其要读一读此书，可以尽快洗刷中学语文课对灵性的戕害
。这本书共有二十二讲，其实就是观察文学的二十二个维度，虽然不可能穷尽，但也极其了不起了。
比如，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文学的超越性问题，作者在这里特别强调文学的真，就是真于本心，然后
才可以谈超越，又比如作者去三腔与除旧套，真是击中了大陆文学的痛点，但不知道香港学生是不是
会有同感？但是，这本书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对于莫言丑陋文学的推崇，作者先讲了审美和美
感，然后强调莫言是“金庸之后又一天才”，这是瞎扯淡的，看来诺贝尔奖对于文学理论家有足够的
震慑力。虽然有不足的地方，但这本书整体已经是一本非常好的文学教材了，读后对文学的理解肯定
能上一层楼。
2、我在年少的时候也曾经做过五彩斑斓的文学梦。记得那时候刚上初二，只是从课本上学到了一些
皮毛，刚刚可以简单分清什么是记叙文、议论文的时候，连一部长篇小说、一部诗集都还没读过，我
就已经憧憬着自己有一天能够象课本那些作者那样写出辉煌灿烂的文章了。为此，还靠不停的哼咛从
老爸那里讨出了一百多块钱加入了一个所谓的文学青年培训班，每每毕恭毕敬地把自己的习作——作
文课上的功课——寄给对方，以期经过指点而获得生花之妙笔、泉涌之文思。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
二十多年过去，当年青涩的追梦少年早已变成了大腹便便的中年大叔，而对文学的理解却并未深入一
分。而内心深处的这种不甘，就正是我拿起这本书的原因。这本书实际上是刘再复先生在香港科技大
学所讲文学常识课程的讲稿。正如他自己所言，因为面对的理工科学生，就尽可能地深入浅出，尽可
能地化繁为简，用极为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语言来讲解一些文学的基本概念，不但解释了文学是什
么，还从反方面来说明了文学不是什么；讲解了文学的两大天性和三大要素；分析了文学的原始发端
与潜在功能、文学批评与经典阅读；详解了文学与自然、宗教、自我、政治、艺术、人生、道德、文
化、天才、状态等等的关系，从而让读者能够从相互的关系中理解文学的真义，从而一窥文学之堂奥
。刘再复先生讲授文学，不是就文学讲文学，而是从自己精研文学几十年的心得中来讲授他对文学的
理解。文学从伴随着人类表达情感的需要而产生时起，经过数千甚至上万年的演变，越来越复杂、越
来越多样，每一个大作家大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定义，根本不可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公认的
定义。他并没有试图廓清文学的边界，以精确地定义文学，而只是来讲授他自己的文学观，不管是俄
国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对文学的定义——从生活与生命中提炼出来的“金粉”所铸成的“金蔷薇”，
还是莫言对文学那句颇为惊世骇俗的解释——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他都以自己的观点加以
分析，从文学的初衷谈起，不断地为文学排除不必要的负累，带领我们不断探寻文学的本源——从人
类心灵的角度，把文学定义为心灵的事业，定义为自由心灵的审美存在形式，以见证真实的人性、真
实的人类存在环境。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阅读这本书带来的收获，除了让我对于文学有更深的理解
，知道文学是怎么一回事之外，就是他还回答了在我们这个日益浮躁、日益功利的时代，为什么还要
走近文学这一疑问。刘再复先生在第一讲“开设文学课程的理由”中列举了三条理由：文学弥补人生
缺陷，弥补人格缺陷，弥补眼睛缺陷，告诉我们人生可以追求伟大也可以甘于平凡，但这并不是最重
要的，重要的是人一定要有诗意的生活，有理想、有尊严、有世俗的、功利的，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
我们存身的这个世界，来看待我们自己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是带有启蒙性质的，不但教
我们认识文学，而且可以开启人生的智慧。是啊，每个人自打一出生就身处不自由的困境，只能拥有
一个人生，再加之现实的桎梏、生活的重负，我们很多人都是在重重的重压之下苟延残喘。正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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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阅读文学作品，我们得以知道曾经有过唐·吉诃德这样的痴人，曾经有过贾宝玉般的花痴，曾经有过
长相丑陋但灵魂高尚的卡西莫多，曾经有过历尽苦难但不改初心的保尔·柯察金，曾经有过同样充满
矛盾和冲突的的于连⋯⋯以及种种高尚的、卑贱的灵魂，种种幸福的、苦难的人生。事实上，每每阅
读一部文学作品，我们都是在随着主人公在感受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人生，从而丰富我们的人生体验，
拓展我们人生的视野，提升我们人生的高度，不断拂去蒙蔽心灵的尘埃，见证真实的人性，让我们跳
出自己当下的困境，以一种大悲悯、大情怀来更加全面的看待人生、看待人类，实现真正的“诗意的
栖居”。可以说，每一次的深入阅读结束之后，我们都将不再是原来的我们，而是经过文学洗礼的我
们，而是距离诗意栖居更近的我们，即便我们自己意识不到这种改变，它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就象
我阅读这本书一样，让我对文学的理解更深了一个层次——从原本把文学当成获取声名的工具到寻找
诗意栖居的必由之径——这种收获不是知识的，而是智慧的。
3、我与刘再复先生偶然相识于《读沧海》一文，我恍惚看见他坐在花间的岩石上，贪婪地读着沧海
，为我们揭开这个天与地之间的书籍，读着浪花，读着波光，打开海蓝色的封面，进入书中的境界，
看安徒生童话里天鹅洁白的舞姿，看罗马大将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莉奥佩屈拉在海战中爱与恨交融的
戏剧,他用独特的视角阐释沧海是远古与今天的启示录。他的新书《文学常识二十二讲》沿用这种风格
，从文学的概念、特性、各项要素、功能以及文学与自然、自我、道德、人生之间的关系，多方面解
读文学的常识，让我们思考何为文学？他指出文学作为一种心灵的事业，实际上是自由心灵的一种审
美存在形式，凡是不能切入心灵的作品都不是一流作品，这里的心灵不仅仅是情感，而是思想。这让
我想起钱谷融先生1957年撰写的《论“文学是人学”》，在当时，钱谷融先生开创以人为本的文学话
题，引发了理论界、文学界的人道主义讨论，其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内在取向不能不说影响深远。钱
谷融先生在文章开头点题之笔即为“高尔基曾经作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随后，“
文学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了解自己，提高他的自信心，并且发展他追求真理的意向，和人们身上的庸俗
习气作斗争，发现他们身上好的品质，在他们心灵中激发起羞耻、愤怒、勇气，竭力使人们变为强有
力的、高尚的并且使人们能够用美的神圣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文学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心灵
的广度和深度，培养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有了艺术和美的感觉，天地万物都成了我们欣赏的对象，增
加了幸福感，提高了生活质量。文学是书写性灵的过程，真情无价，心灵无价，俄国作家乌斯托夫斯
基《金蔷薇》，告诉我们文学是从生活与生命中提炼出来的“金粉”铸造的金蔷薇，金蔷薇只献给知
音，献给最爱的人，亦如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
鼓,表示哀悼。文学的心灵一定是超功利、大慈悲、合天地的心灵。作家超越道德的善于恶，有无互为
转化，跳出二元论思想，从更高的人性层面关照，这样的文学便具有超时代的永恒价值，曹雪芹十年
磨一剑，铸成悲金悼玉的《红楼梦》。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里讲述黛玉的悲剧，从世俗的视
角看是几个坏人所造成的，从超越的视角去看，他却是“共同关系”的结果，包括最爱黛玉的贾母、
宝玉。超越视角就是个人视角，荷马《伊利亚特》不持正义与否的判断，战争只为一位美人而战，为
尊严、荣誉和美而战，用个人独特的眼睛看战争，看人性。刘再复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高行健先生，
高行健把自己的文学界定为“冷”文学，就是冷静地洞察人性与人类生存处境的一种文学形式，他论
证孤独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在喧嚣的世界，听从自己的内心的声音，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状态。我们的
人性，有植物性、动物性的一面，更要有灵性、悟性的一面，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中写道“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正如荷尔德林所言“人类应该诗意的栖居⋯⋯” 诗
意地栖居亦即诗意地生活，而诗意则源于对生活的理解与把握，尤其是内心的那一种安详与和谐，那
一种对诗意生活的憧憬与追求，我想这也是刘再复先生《文学常识二十二讲》的主旨吧！
4、当年身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可是被文学给折磨的好惨，一会古代文学、一会现当代文学、
一会世界文学⋯⋯，最后还又加了一门文学理论，虽然，每到考试，那不是一般的惨，就算是一身的
膘也挡不住啊。因为，有那么多的流派那么多的时代文学作品特点那么多的我实在背不下来的东西⋯
⋯于是，考研时毅然决然选择了简单的汉语。可使世事难料啊，这个学期我竟然有了一门文学课。于
是不得不重新触碰文学理论，重新认真去学习。可是如果让我重看一遍大学的那些教材，打死我也是
不愿意的（这话要是让同事或同行看见，我估计得敲死我！勿怪勿怪，就当我说的是行外话了！）。
于是就开始折腾，终于折腾到一本刘再复先生的《文学常识二十二讲》，只一句“文学是自由心灵的
审美存在形式”就吸引了我。对哦，所有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是作者心灵的一种外化形式。刘再复先生
的二十二讲里的文学理论知识宛如春天山涧里的一抹新绿，柔然却坚韧，吸引着你所有的心思。记得
每次上文学课时，老师只是简介这门课是什么讲什么，却唯独没有从其中抽出“文学”两个字去细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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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再复先生却用“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两讲深入地阐释了文学的本质，知其然所以然
，了解了什么是文学，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学习，才能够去更深地感触文学的特质，如此才能对文学有
更好的认知。文学观点其实没有绝对的错与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刘再复先生
这种只说“干话”不说“绸缪话”的阐述风格，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它很容易让别人挑出毛病。然
而，刘再复先生没有说“绸缪话”，因为他的每一句“干话”都说到了点子上。“文学对于人生的意
义恰恰在于它可以让读者超越人生的平淡状态而进入诗意状态”的观点恰恰委婉地指出了目前文学常
识中的一些问题。文学作品本身既然是诗意的，那么来阐释这个作品的理论也不应是枯燥的、硬邦邦
的，它更应该是一种走心的理论。唯有走心，读者在和作者达成一种浅层次共鸣的基础上，才能从理
论角度对文学作品做出阐释，才能和作者达成心灵深处的一种共鸣！
5、当年身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可是被文学给折磨的好惨，一会古代文学、一会现当代文学、
一会世界文学⋯⋯，最后还又加了一门文学理论，虽然，每到考试，那不是一般的惨，就算是一身的
膘也挡不住啊。因为，有那么多的流派那么多的时代文学作品特点那么多的我实在背不下来的东西⋯
⋯于是，考研时毅然决然选择了简单的汉语。可使世事难料啊，这个学期我竟然有了一门文学课。于
是不得不重新触碰文学理论，重新认真去学习。可是如果让我重看一遍大学的那些教材，打死我也是
不愿意的（这话要是让同事或同行看见，我估计得敲死我！勿怪勿怪，就当我说的是行外话了！）。
于是就开始折腾，终于折腾到一本刘再复先生的《文学常识二十二讲》，只一句“文学是自由心灵的
审美存在形式”就吸引了我。对哦，所有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是作者心灵的一种外化形式。刘再复先生
的二十二讲里的文学理论知识宛如春天山涧里的一抹新绿，柔然却坚韧，吸引着你所有的心思。记得
每次上文学课时，老师只是简介这门课是什么讲什么，却唯独没有从其中抽出“文学”两个字去细讲
。而刘再复先生却用“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两讲深入地阐释了文学的本质，知其然所以然
，了解了什么是文学，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学习，才能够去更深地感触文学的特质，如此才能对文学有
更好的认知。文学观点其实没有绝对的错与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刘再复先生
这种只说“干话”不说“绸缪话”的阐述风格，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它很容易让别人挑出毛病。然
而，刘再复先生没有说“绸缪话”，因为他的每一句“干话”都说到了点子上。“文学对于人生的意
义恰恰在于它可以让读者超越人生的平淡状态而进入诗意状态”的观点恰恰委婉地指出了目前文学常
识中的一些问题。文学作品本身既然是诗意的，那么来阐释这个作品的理论也不应是枯燥的、硬邦邦
的，它更应该是一种走心的理论。唯有走心，读者在和作者达成一种浅层次共鸣的基础上，才能从理
论角度对文学作品做出阐释，才能和作者达成心灵深处的一种共鸣！
6、中国的语言文化博大蒜精，由此而孕育而生的文学常识更是耐人寻味和琢磨。身为国人，我觉得
大家都还是很有必要学习下我们渊博的文学常识知识。这不仅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这更可以陶冶我
们的情操，充实我们的文学常识理论。最近这些时日，我正在读由著名文学家刘再复推出的《文学常
识二十二讲》一书。全方位解读文学常识，用心倾听轻拢慢捻的文学乐章。于这本书册中，我觉得读
者朋友们还是可以品味到多彩的文学精髓。朴素的封面，朴素的书名，朴素之下却时时散发着别样的
吸引力。这就是《文学常识二十二讲》带给我们的最初第一印象。哪怕到合卷的那一瞬间，我依旧还
情不自禁地回味无穷其间。最初我想读这本书的目的更在于想借助这本书提升自我的文学常识，借此
机会更可以分享给正在读书的孩子掌握更多的文学常识。但是我在翻阅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本
书的深邃阅读价值。对于读者而言，我觉得只有自己读过这本书才会更深切地参透着字里行间的文学
知识点。尽管文学常识很枯燥，但是在刘再复的讲解之下这些常识变得不再那样地泛泛而谈。相反的
是，我更觉得如此依靠着实例般的文学作品分析激发着文学常识更深刻的内容呈现。开设文学课程的
理由，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文学的第一天性，真实，超越：文学的第二天性等等章节有如润
物细无声般地把中国的文学常识逐一细数地分享给了阅读的读者。在通篇的阅读过程中，我很喜欢本
书的分享方式。那就是将很多枯燥，单调的文学常识经过提炼，付诸于古典的名篇章节进行实例地讲
解。确保着我这个文学常识的门外汉可以大饱眼福地知晓着对应的文学理论。有着举例式的分享，我
觉得反过头再来看书中的各个文学常识知识点就更加地形象，生动。在这样一个浮躁的世间，抽个清
闲的时间沉浸在《文学常识二十二讲》的翻阅中，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虽然外面
有着太多的诱惑，但是静下心来细细揣摩中国这些古往今来，博大精深的文学常识也是一件惬意的业
余学习过程。读这样的书，不带着任何的压力去翻看，书外的读者潜移默化中却也可以实在地领悟到
一些文学常识方面的精髓，开拓眼界，提升自我的精神层面。换言之，《文学常识二十二讲》有着不
少的文学常识等待着感兴趣的读者领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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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友竹好的文学作品能够写出人性的真实，向人们传达人性深处的声音，从而令一代又一代的读
者品尝不尽、回味无穷。关于人性的真实，高行健指出，真实不是现实表层的真实而是现实底蕴的真
实。这就纠正了一种普遍的误解，以为真实是现实的表象，生活的故事，而忘记了真实的根本是人性
深处的各种可能性（包括各种“恶”的可能性）。所以，所谓真实的人性是没有绝对的好，也不存在
绝对的恶的，因为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带有多重暗示。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经典文学作品中频频发现
经典文学人物人性深处那极为复杂的多方冲突。人性冲突的多方面呈现才能使人物的性格张力充分展
现，而这正是文学作品牢牢抓住人心的根本。但是，本书告诉我们，作家要抵达人性深刻的真实绝非
易事。历史上种种文学思潮和创作实验，总的来说都是为了抵达人性更深层面而作的努力。但是，就
我国的文学发展情况来说，作家想要抵达真实的人性，却常常成为创作禁区。以下两种错误的理念常
常导致这个问题：一是把“主义”当作创作的出发点；二是把“社会批判”作为创作的出发点。须知
，种种“主义”最易使人性陷入概念化、公式化而变得不真实。 “高大全”式创作方式如此，今天的
穿越文、霸道总裁文同样如此。总之，这种以丧失文学性为代价的写作方式不可取。我们不提倡作家
将“社会批判”作为出发点的主要原因也在于：热衷批判社会的态度不可能引领作家真正进入人性的
深处——一个作家所有的揭示、判断都自带某种认定自身正确的光环，所以很难进行客观叙述。那么
，今天的作家要如何返回文学的真实，向人们传达人性的声音呢？本书告诉我们作家的文字应该“有
感而发”，这意味着文学是出自生命的需要而发，出自心灵的需要而发；而绝不是因有利可图而发，
因政治需要而发，因世俗目的而发。这里就涉及到了文学与自我的命题，也是本书特别强调的一点文
学常识：从事文学的第一条件是必须说自己的话，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够守住自我品格的文学家，应
该是这样一类创作主体：他们冷静地洞察人性与人类的生存处境，他们拒绝一切浪漫、夸张、膨胀，
面对的只有实实在在的人和人的生存条件，他们既正视社会的复杂，也正视自我的黑暗。在此，可以
拿曹雪芹的《红楼梦》来作一说明。曹雪芹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宫廷斗争内幕不可能不了解，但是他
并没有写成政治和社会批判小说，而是将其写成了反映真实人性的动人杰作。然而，对每一位作家来
说，写出人性的真实与生存环境的真实，都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人性极为丰富、复杂，生存环境也极
为丰富、复杂。实际上，人性本身就是人性困境，生存环境本身就是生存困境。看起来人人生而自由
，实际上却处处枷锁。既然如此，我们要求文学展示真实的人性还有什么意义吗？当然。因为文学对
于我们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可以让我们超越眼前的困境而进入保持和充实生命的本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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