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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的巨星》

内容概要

《璀璨的巨星:中外名家论名家》中的论主，或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或为
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被论对象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和外国文学史上璀璨的巨星——著名的作家、诗
人、学者，也是高等学校文学艺术专业中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课程必须讲授的重点作家。论主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从不同视角、不同方面对被论对象的思
想、精神、世界观、创作成就和艺术风格作了全面的、深入的论述，也不讳言被论对象的缺点和局限
，为评论作家作品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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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凯华，教授，湖南省双峰县人。1938年出生。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1961年毕业后
被分配至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中国古代文学，1970年调回故乡，先后在邵阳师专、邵阳学院中文系任
教中国现代文学。1990年至2003年担任中文系主任，兼任湖南省文学学会理事、湖南省现代文学研究
学会副理事长，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员。独著、主编、出版专著和教材14
部，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曾获校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
等奖、邵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邵阳市专业技术人员突出贡献奖、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
等师范学校优秀教师奖。被评为学校十佳良师益友、湖南省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终生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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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毛泽东爱读鲁迅著作 鲁迅是毛泽东一向敬慕并给予崇高评价的伟大作家。在中国现代
作家作品中，鲁迅著作是毛泽东最爱读的，毛泽东曾多次号召学习鲁迅，读点鲁迅著作。 1937年1月
，毛泽东进驻延安后，他在陕西第四中学（设在延安）图书室发现有鲁迅的著作，如获至宝。他借了
几本，读后再借，先后三次借阅，他读了这里所有的鲁迅选本和单行本。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给当
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当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信，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
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深深的遗憾声里流露出系统渴读鲁迅作品的热切愿望。半年以后
，1938年8月，他就得到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编辑出版的20卷《鲁迅全集》。这是二百套编号
发行，标明“非卖品”的“纪念本”。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从上海辗转到延安，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编号为第58号。他非常珍爱这套书，一直把它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尽管当时战争纷
繁，工作忙碌，环境简陋，毛泽东还是忙里偷闲，抓紧时间，在低矮的窑洞里秉烛夜读。后来新华社
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那办公桌上放着3卷《鲁迅全集》。这套《鲁迅全
集》，伴随着毛泽东度过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从延安一直带进北京中南海。他曾对身旁的工作人
员说：“这套书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转移路上还要和敌人交火。这些
书都是给战士们背着，他们又要行军，又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那些曾为我背书的
同志们。”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他出访苏联，还是在国内巡视，他都带着它，废寝忘食地阅读
。1949年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他亲自挑选了58号这套《鲁迅全集》中的几卷带往苏联
。他曾因读这几卷书而推迟进餐，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
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相
继出版了带注释的鲁迅著作单行本，毛泽东对这套新版的鲁迅著作也十分珍爱。他把这套书放在床上
，经常利用夜晚和其他零星时间阅读。据逄先知介绍，1959年10月毛泽东外出前夕，指明要带走的书
籍中就有《鲁迅全集》。1961年，他在江西的一段时间，还把新版的《鲁迅全集》带在身边。毛泽东
逝世后，报刊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拿着的正在翻看的书，就是新版《鲁迅
全集》。到70年代初，毛泽东己近80高龄，体力、精力不济，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视力日见减退，但
读鲁迅著作的兴趣有增无减。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线装本《鲁迅手稿选
集三编》，这本书共29篇鲁迅手稿，都是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选出来的。毛泽东拿到这本书后，
一有空就翻阅。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书桌上、书架上，还摆放着鲁迅的
著作，或是翻开着，或是在某一页上折了一个角，或是在书中夹着纸条，或是在封面和题目上用笔画
了圈，或是在有的文章旁边写了批注文字。到晚年，身患重病的毛泽东还多次提议要党内同志读点鲁
迅著作。1975年11月初，毛泽东对周海婴的关于出版带注释的《鲁迅全集》的信作了批示：请政治局
“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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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于1956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1961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中国古代文学
，1970年调回故乡湖南，先后在邵阳师专、邵阳学院中文系任教中国现代文学。2007年退休。我这一
辈子，在高等学校学习、工作了整整半个世纪。我热爱人民的教育事业，忠于职守，站三尺讲台，始
终没有动摇过，可谓“咬定青山不放松”。但人生易老天难老，而今我已年逾古稀，退休了。退休以
后，我还想什么？还要干什么呢？我所想的我要干的事自然还有不少，但主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要好好地休息、休养，特别要注意养身和养心，以确保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二是在家与老伴、子
女儿孙和和美美、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坐享天伦之乐；三是每天至少坚持两个小时读书、阅报、
上网，不忘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四是继续搞点学术研究和写作。关于这第四方面，我想多说几句
。有些朋友好心地劝告我说：你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了近半个世纪，现已年逾古稀，退休以后该好
好地休息；健康第一，身体要紧，应特别注意保重，还搞什么研究和写作。我很感谢朋友们的好心劝
告，但向他们作了几点解释：第一，教学、研究、写作，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热
爱教学，也喜欢研究和写作。第二，现在我的研究不是另起炉灶，不是再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而是在
原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行。我曾经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储备了这一领域比较丰富的知
识，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对这一领域有价值的值得研究的一些课题比较熟悉且有浓厚的兴趣。我
相信通过自己的思考和钻研，会得到预期的收获。在退休以前我还有计划中的《中国现代农村题材小
说史》、《璀璨的巨星——中外名家论名家》两个研究课题尚未完成。现在我就选定这两个课题继续
研究，先完成《璀璨的巨星》的写作。第三，我是怀着超脱的心态自由写作的。所谓“超脱”就是超
脱于名利之外，具体说即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不是为了评职称，不是为了赚稿费。这样写起来
心态就自由平和，不急不躁。有时间就抓紧写，没有时间就放下暂时不写；写出来能发表，当然很好
，即使不能发表也无关紧要。第四，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著名作家苏叔阳、郑敏、蔡其矫等先生认
为“自由的写作，让人愉快，有益健康”，“可以增进生命的活力和信心”；而“心情好，百病不生
，常走动，常写作，肉体和精神互相促进，才是全面的健康”。他们以自身的实践证明完全可以把写
作变成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从而既活得好又写得好。我深切地体会到，写作虽然
是一件比较艰苦的事，但也是一件快乐的事。艰苦和快乐是辩证的统一。有苦有乐，先苦后乐。试想
，当一部书稿完成，能够出版，当一篇文章写就，能够发表，这种经过艰苦劳动后所得到的收获，不
是一种甜美的和快乐的享受吗？基于上述认识，2007年我退休以后就动手写作《璀璨的巨星》，
到2010年暑假完成书稿，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和心力。现在书稿即将付梓，由在出版界、学术界和读书
界享有颇高声誉的国家级出版社一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结一件心事，我的心情自然是轻松而又愉
快的，但同时也感到有点不安，这主要是因为我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视野、能力有限，书中难免有诸
多不当和纰漏之处，恐怕贻误读者。如果这样，敬请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
考和吸纳了国内学界诸多研究成果，大多在书内每篇论文后的参考文献中注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岳凯华博士和他的几位硕士研究生刘瑞华、刘雪姣、邓竞艳、萧毅、林丽等，对本人的写作给予
了无私的帮助；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贺羽巾教授、责任编辑萧功为副教
授为促成本书完稿给予了大力支持；邵阳学院党政办公室的王玉林副教授、中文系的邓政副教授、李
婷副教授、科技处的周睿副教授，协助我搜集资料、提供信息、打印文稿，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的贤
妻向惠云从学校图书馆退休后，主管家政，操持家务，为我创造了良好的生活与写作条件。在此谨向
上述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程凯华    2011年9月    于邵阳市李子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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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璀璨的巨星:中外名家论名家》选题新颖、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精准、分析细致、论述具体，
文字通俗，易读易懂，是国内第一部中外名家论名家的专著；在这个领域目前尚无此类专著出版，因
此，该著作填补了这个领域的学术空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可供高等学校文学艺术专
业师生教学和研究之用，也可作为文学评论工作者的参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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