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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朱光潜（孟实）先生八十四岁时曾说过：“我一直是写通俗文章和读者道家常谈心来的。
”读过这位名教授数百万言著作和译著的人，无不感到他的文章，即便是阐述艰深费解的美学问题和
哲学问题，也都是以极其晓畅通俗的笔调在和读者谈心。
接触过他的人也同样感到，在生活中，他喜爱和朋友、学生随意交谈。
亲切随和的谈心，汩汩地流出了他露珠似的深邃思想和为人为文的品格。
可惜的是，这些闲谈，其中许多并未形诸文字。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在燕园生活了四五年，还没有机会与先生说过一句话，更别说交谈、谈心了
。
50年代中期，北大一度学术空气活跃，记得当时全校开过两门热闹一时的擂台课：一门是《红楼梦》
，由吴组缃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分别讲授；另一门是美学，由朱光潜先生和蔡仪先生分别讲授。
那年我上大二，年轻好学，这些名教授的课，对我极有吸引力，堂堂不落。
课余休息急忙从这个教室转战到那个教室，连上厕所也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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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80年代，在长久逆境下煎熬的朱光潜先生，通过《诗论》、《艺文杂谈》、《谈美书简》、《新科
学》等论著，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作者吴泰昌正是在那时，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与朱光潜有了密切的来往。
作者根据交往中的感性材料，和书信、题赠、签名书籍、合影等实物资料，写成此书。
书中既对朱光潜参与创办《文学杂志》以来的一系列著述活动进行了梳理，具有相当强的学术史价值
；又向世人展示了朱光潜与朱自清、沈从文、叶圣陶的深笃友谊，让读者感受大师们的生活情态和人
格魅力。
作者写作此书，是“亲历大家”系列的一个部分，更希冀表达“一个读者，一个普通受业弟子对崇敬
的老师一丝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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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泰昌，1938年生，安徽省当涂县人。
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本科毕业，1964年文艺理论研究生毕业。
长期从事文艺报刊编辑工作。
1984年至1998年任《文艺报》副总编、编审，后为报社顾问。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五、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七届名誉委员。
兼任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儿童文学》编委、《小说月报》顾问等。
曾任首届冰心研究会副会长。

    已出版散文、文学评论集《文学情思》、《梦里沧桑》、《我亲历的巴金往事》、《我认识的钱锺
书》、《我认识的朱光潜》等二十余部。
《艺文轶话》获中国作协主办的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
另编有《阿英文集》、朱光潜《艺文杂谈》、孙犁《书林秋草》、《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年）
散文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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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听朱光潜老师闲谈(代序)挚友朱自清《文学杂志》的编者和作者《诗论》新版漫忆知心朋友沈从文《
艺文杂谈》编选琐记《谈美书简》对话体“便于百家争鸣”锻炼身体有一套“方术”与叶圣陶长久的
相处关于《西方美学史》教师生涯六十载扑在《新科学》上面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修订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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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事上他闹出的笑话不止这一桩。
但奇怪的是，谈起学问来，他的记忆力却不坏。
许多事，只要稍稍提醒，就会想起，回答清楚。
1983年秋天，他在楼前散步，躲地震时临时搭起的那间小木屋还没有拆除，他看看花草，又看看这间
小屋，突然问我：最近忙不忙？
我一时摸不清他的意思，没有回答。
他说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合作搞一个长篇对话。
你提一百个问题，我有空就回答，对着录音机讲，你整理出来我抽空再改定。
我说安排一下可以，但不知问题如何提？
他说，可以从他过去的文章里发掘出一批题目，再考虑一些有关美学、文艺欣赏、诗歌、文体等方面
的问题。
每个问题所谈可长可短，平均两千字一篇。
他当场谈起上海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写的有关园林艺术的专著，很有价值。
他说，从园林艺术研究美学是一个角度。
外国有两部美学辞典，关于“美”的条目就列举了中国圆明园艺术的例子。
他答应空些时翻译出来给我看。
那天，我还问起朱先生为什么写文艺评论，为什么随笔喜欢用对话体和书信体。
他说你这不就提了两个问题，你再提九十八个题目便成了。
他又说，你还问过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对后来的文艺发展究竟哪个
的影响大？
这又是一个题目。
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红楼梦》是散文名篇，有人认为“散文名篇”应改为“著名小说”，他不同意，
为什么？
这里涉及中国古代散文的概念问题。
他笑着说：题目不少，你好好清理一下，联系实际，想些新鲜活泼有趣的题目。
我们约好冬天开始，我一周去一次。
后来由于他翻译维柯《新科学》没有间歇，我又忙于本职编辑工作，出一趟城也不容易，就这样一拖
再拖，终于告吹。
朱师母说，朱先生生前有两个未了的心愿，一是未见到《新科学》出书，一是未能践约春天去看望老
友叶圣陶、沈从文。
我想，这个闲谈记录未能实现，也该是朱先生又一桩未了的心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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