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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大师王国维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
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 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
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此等语言，真正是过来人的经验
之谈。其实，不必特指“成大事业、大 学问者”，世间凡人，只要是下功夫研究点儿什么的，无论卖
豆腐的、种西 瓜的、编蝈蝈笼子的、弹钢琴的、唱戏的、写文章的，对于自己所从事、所 熟悉、所
热爱的工作，其中的酸甜苦、辣，必有深切的体会：若要出类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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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听雨楼随笔·抚剑堂诗抄》讲述了：所谓“下笔似有神助”不过是自欺欺人，灵感来自作家自己，
是冶炼了自身的天赋、智慧、阅历、学识和治学风格所浓缩的精华进发的闪光裂变，可遇而不可求。
一位前辈作家说过：“寻诗争似诗寻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句话，并且阐述自己的创作体
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并不是作品的主宰，文学创作是一个奇妙的‘互动’过程：你在‘寻’
他，他也在‘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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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还可以写得更好些书斋夜话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电视剧《鹊桥仙》创作札记
　今月曾经照古人——《飘然太白》创作谈　大雅若俗——小说集《魂归何处》自序　历史毕竟不能
重写——关于《秦皇父子》的创作　小说集《红尘》自序　《国殇》作者致读者　我为什么而写作—
—《穆斯林的葬礼》获奖感言　咀嚼悲剧　漫谈小说的语言——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演讲稿　
我和《海魂》　我和报告文学——《霍达报告文学选》代序　《补天裂》：从小说到剧本　就《补天
裂》创作答记者问　直面血与火，讴歌民族魂　史学家的终点，是小说家的起点　对历史负责，对读
者负责——《补天裂》获奖感言　答《信报》记者问　话剧《红尘》答问录　为了那片苍天圣土——
记创作《补天裂》的日子　石迹耿千秋——读李四光诗《悼子元》　彝山一枝秀——观李秀版画展　
女人的形象　荐书五种　寂寞之道与道之寂寞　难忘《木木》　春联贴倒了　从《凤求凰》到《白头
吟》　从修复石头城说起　秦俑作者姓“宫”吗？　楚汉相争中的道德力量　漫说张子房　《春秋》
情结　明日黄花蝶也愁　公子扶苏事考　“金镶玉”还是“荆山玉”？　说“私淑”　“期间”和“
其间”　“侧目”辨　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诗仙非仙　⋯⋯庭前漫话台湾纪行港岛札记天涯游踪人
物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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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个传统，传到今天，当然不会一成不变。不过现在中国人仍然喜欢“听书”，从北方到南方都
保留着这种一个人说、大家听的表演形式。我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就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播出，一位演员绘声绘色地朗读，成千上万的人在收音机前静听，每天中午听半个小时，一直听了两
个半月。听得津津有味，听得泪流满面、感叹欷欺。这次实践，使我对小说的语言有了更深的体会。
现代小说已有很大发展，当然不能等同于口头文学。但口头文学仍给我们启示，那就是：想方设法，
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魅力，牢牢地抓住读者，把你的心和他们交流。据说现在

Page 5



《听雨楼随笔·抚剑堂诗抄》

编辑推荐

　　霍达是中国电影编剧，国家一级作家。她的家庭是个珠玉世家，自幼酷爱文学艺术，读书偏爱太
史公的春秋笔法。成年后曾师从史学家马非百先生研究中国历史，尤攻秦史。《听雨楼随笔·抚剑堂
诗抄》收录了霍达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今月曾经照古人》、《大雅若俗》
等诗词及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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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能不太喜欢这种太时代的文章，那是一种局限
2、霍达的长篇小说引人入胜，小散文随笔也非常值得品味
3、三星半，各种访谈、演说和讲稿，范畴广泛。许多非常有激情和洞见，充满真挚的体悟，不过有
些许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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