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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学》

内容概要

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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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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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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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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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文学与人生
资禀与修养
文学的趣味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上）――关于作品内容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下）――关于作者态度
写作练习
作文与运思
选择与安排
咬文嚼字
散文的声音节奏
文学和语文（上）――内容、形式与表现
文学和语文（中）――体裁与风格
文学和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
作者与读者
具体与抽象
情与辞
想象与写实
精进的程序
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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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学》

精彩短评

1、深入浅出。
2、“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艺术与游戏这一章，以及《谈文学》这本书中“文学的趣味”这
一章，都是朱先生论述中与游戏相关的部分。简练地概括，朱先生强调一种好的文学当有趣味，要符
合游戏精神（突出表现则在于幽默）；而针对游戏与艺术的联系，朱先生肯定“艺术的雏形就是游戏
，游戏之中就含有创造和欣赏的心态”，甚至于“要了解艺术的创造和欣赏，最好是先研究游戏。”
先生对艺术与游戏共性的四条概括：游戏将意象情境化、玩家在游戏中“假装”（“想当然尔”）的
态度、游戏的移情作用（他所谓“宇宙的人情化”）、以及现实生活外情感的慰藉，很有见地；先生
对于游戏与艺术的三条区别是没有实体游戏的时代产生的谬论，不过能在美学中纳入对游戏的思考，
本身足证先生思维的弹性与深度了。
3、文学的启蒙之书
4、很受益
5、如何阅读、作文。大家风范可见一斑。
6、诚恳之作。
7、浅显易懂
8、不错。。虽然很多老生常谈，但是文字功底相当深厚啊，文字档次很高，给人正能量
9、比谈美要难一点点。。
10、任何想要从事写作的人都应该看看，在朱老先生的眼中，侦探小说都是在文学之外的。用这本书
，很多当下问题都能解决。不过朱老也是一家之谈，当下网络文学、青春文学发展势头猛烈就是为了
完成把文学欣赏和文学创作的权利交还给大众。社会主义那么多人，总不能让所有人依靠“为人民服
务”的鲁迅、茅盾文学奖来寄托自己吧。
11、深入浅出，非常透彻，也只有博览群书博古通今才能写出如此这般秒的文字
12、很多观点都是经年累积和思辨后的凝结和回味。
13、老实可爱的朱老师
14、毕竟是六十年前的老批评了。
15、读来彷如朱先生在侧促膝而谈，厘清思路兼及点出了常见的谬误。这是一本极佳的文学入门手册
，可惜只提出了纲要却未及深入方法论，哪怕书单也不曾见，实为美中不足。
16、深入简出，饱含朱老的亲身感受
17、这更像是一本如何写作与阅读的指导书，从文学与人生谈起，涉及文学的品味，写作的手法。朱
光潜研究克罗齐派的美学，在自己的作品中将自己的学识与品位如盐溶解在水中，尝的出味，指不出
形。列举种种低级趣味的类型，这些问题充斥在今天的阅读中。托尔斯泰说：“艺术是一种人性活动
，它的要求是一个人有意地用具体的符号，把自己所经历的情感传给旁人，旁人受这些情感的感染，
引起同感”。养成好的文学品位，需读此书。
18、文学素养很好文字写的舒服，给纯文学设的界限和对创作过程人的细微想法分析的很准确。但从
文中隐约透出的人的性格不喜欢。没看过他的诗，先入为主的我觉得不会好。分析文艺在行，作文艺
不行。真是给你一样就不给你另一样。
19、07年买的书，一直没有细看，惭愧。最早接触是啊高中，看到一篇，应该是《咬文嚼字》这一篇
，很是欣赏。于是后来觅得此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版，2002年8印。
看完一遍，不得不说这是一本值得放在案头时时翻看的书。
20、为文之道又何尝不是为人之道
21、朱光潜先生学术做得很潜心。值得学习。
22、大爱朱光潜
23、纯学术的书，感觉要死了，全文连个例子都不举。后来干脆发了两天呆。
24、言真意切，深入浅出。
25、佷真诚的想法。60年前的思想，现今依然熠熠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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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谈文学》的笔记-第63页

        朱先生此篇文章实在是切中要害。
文章的声音节奏实在是太重要了。可是现在几乎没有人去关注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学欣赏的退
步。
我以前读古文，尤喜高声诵读，那些名篇佳作读出来是浑身舒畅，正如朱先生所说，周身筋肉都随着
紧张、舒缓，非常愉悦。曾有一次我写文章，当时可谓灵感迸发，笔头近乎跟不上字词的涌出，因为
正在单位，临近下班，结尾已然没时间继续，不得不匆匆写了个提纲。然而第二天再去续写，全然没
有昨天的文思，草草按着提纲续了狗尾，很是遗憾。而当时我在写的时候，周身和文章就处在一种极
度兴奋的节奏当中，生理心理都在同一频率。
现在很多人不太注意文章的节奏了，很多文章看起来还可以，读起来全不如看上去的顺畅，还有欧化
、日化语调的滥用，也破坏了文章整体的美感。
总的来说，文章还是要读出来，自己读着都不顺畅的文章，多半不会是很好的文章。

2、《谈文学》的笔记-第58页

        十数年后，再读本篇，果然是写的很好的，也难怪能够选入课本。咬文嚼字非得锱铢必较，但是
现在能够锱铢必较的除了每年发布消息的《咬文嚼字》社，恐怕也没有许多了。各种成语的乱用、错
用，各种生造词的出现，我不知道这是对我们语言的一种伤害还是一种补充。

3、《谈文学》的笔记-第1页

        序言很简单，也很实在。
谈文学的书籍汗牛充栋，并且作用不大，要想真正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多读名作，多动笔写才是真
谛，诚如是！

4、《谈文学》的笔记-第22页

        对朱先生这一章节的阐述，我有些疑问。他认为的五种偏于作品内容的低级趣味，为首的是侦探
故事。目前侦探故事在文学作品中已经占有重要的一部分，远的不说，柯南道尔、克里斯蒂娜等，近
的现正火的东野圭吾，他们的一系列侦探小说是非常具有文学价值的。朱先生的意思应该是文学作品
不能靠内容的猎奇来吸引人，这也是仁者见仁的事情。靠内容吸引读者，本身就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特
性啊。以前的章回体，每次章节将尽，都故意留下悬念：欲知后事如何⋯⋯这正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乐
趣啊。
第二条是色情描写。这个也有待商榷。举个例子，普通的爱情电影和AV，普通的爱情电影给人以精神
上的愉悦，AV给人以感官刺激以至肉体上的愉悦，固然大家都认为AV是色情的，甚至淫秽的，但
是AV有没有其正确的价值？我想应该是有的。那AV属不属于低级趣味呢？按照现在大多数人的认识
，应该是低级趣味，但我想随着人类的进步，随着我们眼界的开阔，这顶帽子有摘掉的可能性。不过
大体来说，这一条朱先生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AV并不适合于普罗大众，应该面向特定的人群。文学
作品一般是面向大众的，过多的色情描写肯定是不合适的。如果文作品也有分级制，那么专门的色情
描写就不能算作低级趣味了。
第三条是黑幕描写。这点有点类似于第一条的侦探故事。另一种猎奇，现在的官场小说等就是这种类
型。并不见得文学价值不高，文学价值的高低应该是和内容无关的。不能因为内容猎奇就不去正视作
品本身的文学价值。
第四条是风花雪月的滥调。“风花雪月”肯定是好的，但“滥调”不管是多么美好的作品都是不行的
，文学价值肯定大打折扣。所以，我认为，并不是“风花雪月”影响文学价值，而是“滥调”在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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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条是口号教条。口号教条不是文学作品。将口号教条寄予到作品之中的作品不是好的文学作品
，只能是顺应一时之潮流。所谓口号教条，本身就是贬义，饿了就吃饭，这是原始的道理，原始的人
性；大家都饿了，但应该让弱势群体先吃，这是理想化的道理，我们期望中的人性。这两种都是对的
。饿了，让某一部分人先吃。这个就是某一部分人的教条口号了。这是扭曲的道理，扭曲的人性，对
于这一部分人来说，这无疑是好的，但对于最基本的人来说，这就是错误的。所以，如果文学作品中
倡导的是这样的口号教条，当这一部分人拥有统治力量的时候，这样的作品对于当时的社会是有价值
的，当这一部分人失去统治力量的时候，这样的文学作品就会迅速失去价值。而从人类发展来看，这
样的作品无疑是低级趣味的。

5、《谈文学》的笔记-第1页

        文学有无用？

文学即使无用，但人就是要为文艺而文艺。因为人不惮烦要做这种无用的自由活动，才显得人是自家
的主宰，有他的尊严，不只是受自然驱遣的奴隶，也才显得他有一片高尚的向上心。毋宁说文学其实
有用。表达情感思想。许多崇高的思想，许多微妙的情境，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才能流传广播，由一
个心灵出发去感动无数心灵，去启发无数心灵的创造。这感动和启发的力量大小与久暂，就看语言文
字运用得好坏。 孔子说得好，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单是“行远”这一个功用就深广不可思议。
如何弄文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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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必止于创造，却必始
于模仿，模仿就是学习。最简捷的办法就是精选模范文百篇左右，细心研究每篇的命意布局分段造句
和用字，务求透懂，不放过一字一句，然后把它熟读成诵，玩味其中声音节奏与神理气韵，使它不但
沉到心灵里去，还须沉到筋肉里去。这一步做到了，再拿这些模范来模仿，模仿可以由有意的渐变为
无意的。习惯就成了自然。入手不妨尝试各种不同的风格，再在最合宜于自己的风格上多下功夫，然
后融合各家风格的长处，成就一种自己独创的风格。
鉴赏文学扩大眼界，加深理解。你玩索的作品愈多，种类愈复杂，风格愈纷歧，你的比较资料愈丰富
，透视愈正确，你的鉴别力（这就是趣味）也就愈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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