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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心集》是作者2011年应各方之邀，访问国内多座城市及游历海内外诸大学的演讲、访谈、反
思文字结集，是其近年来独立阅读与思考、思想和文字达于炉火纯青境界的成果。
透过书中文字，我们将深刻感知作者出国后学术理念和思想境界发生的巨大变化。
作者以自己的研读和人生体验为本，借助新方法和新视角，对当代中国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处境，作了
很多思想性质与哲学性质的回应，体现其学术研究与写作进一步走向生命、走向人生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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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再复，一九四一年出生于福建南安刘林乡。
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并到北京工作。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
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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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大学等院校分别担任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名誉教授与访问学者。
著有《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文学的反思》、《放逐诸神》、《罪与文学》（合
著）、《现代文学诸子论》、《传统与中国人》（合著）、《共鉴“五四”》、《李泽厚美学概论》
、《刘再复散文诗合集》、《刘再复文论精选》、《人论二十五种》、《双典批判》、《师友纪事》
、《人性诸相》、《漂流手记》十卷“红楼四书”等四十多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
作品已翻译成英、日、韩、法、德等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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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从“作文”时代到“随心”时代
第一辑 演讲录
《红楼梦》的哲学要点——在厦门大学九十周年校庆“走近大师”论坛上的演讲
《红楼梦》的存在论阅读——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创造中国的现代化自式——在厦门大学国学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告慰老师——在厦门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会上的演讲
多元社会中的“群”、“己”权利界限——在韩国国际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在首尔檀国大学欢迎会上的演讲
李泽厚哲学体系的门外描述——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文学艺术中的天才现象——在香港岭南大学及四川大学、安徽铜陵三中的演讲
第二人生的心灵走向——在丹佛美中交流协会第十一届年会上的演讲
第二辑 访谈录
八十年代学术环境——答《上海书评》盛韵问
回望八十年代——答华东师大《现代中文学刊》编者黄平问
我能嗅到心灵的芳香——答《华商报》王铮先生问
大洋彼岸说《红楼》——答《嘹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问
从《双典批判》谈开去——答记者杨天二次问
我为什么不喜欢《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答韩国《朝鲜周刊》记者李东勋问
创造现代中国的文化自式——答《时代周报》李怀宇问
文化倾斜与文学自由——答《东方早报》贾霜霜问
一个启蒙者的期待——答《中国改革》周刊记者刘芳问
第三辑 对话录
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与李泽厚对谈鲁迅为什么无与伦比
从“文化批判”到“返回古典——与汕头大学师生问答录
《红楼梦》真俗二谛的互补结构——与剑梅续谈《红楼梦》
鲁迅的”民族爱“形式与”普世性“内涵——与韩国朴宰雨教授对话后整理的文稿
第四辑 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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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对我的批评，但我读后却感到惊喜。
那时我的感觉是，在遥远的另一方，有一位认真的学者思想比我更开放，关于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
”比我表述得更为彻底。
一九八一年，我虽然想通过对鲁迅的阐述以打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绝对尺度，但因
为处于八十年代初期，自己还没有完全走出政治意识形态的阴影，所以在讲述“兴感怡悦”时还是“
犹抱琵琶半遮面”，而王世德先生则直截了当，单刀直入地表明：给人兴感怡悦，给人美感，正是文
学艺术的本质特征，而不是和其他目的（如认识目的、教育目的等）并立的一种目的。
王先生这一表述，在今天看来也许没什么，但在一九八一年年底的语境下，则是“空谷足音”，发周
遭乃至全国所未发。
我读了他的文章之后，不仅完全接受他的论点，而且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敬佩：竟有比我更先锋的学
者在，我不能再“心有余悸”了，应当更坦白、更率性、更勇敢地表述自己想表述的一切。
王世德先生的文章对于当时的我，重要的不是“启迪”，而是“鼓舞”，他在鼓动我努力往前思索与
奋进。
今天借作序的机会，我要向王先生表示感谢。
　　第二次切身感受发生在一九八六年。
那时我正借着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把前一两年所倡导的“新方法”热推向高潮。
在潮流中，我一方面感到革新的快乐，但同时又感到各种压力，包括政治上与学术上的压力。
诗与数学可以互证吗？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可以引入人文科学研究吗？
说可以的，歌颂我；说不可以的，嘲讽我。
那个历史瞬间，我特别渴望支持。
人毕竟是脆弱的，戴上“所长”的桂冠，仍然很脆弱。
就在这个历史瞬间，我读了王世德先生的《美学新趋势》。
此书于一九八六年九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两百多页的专著，在《后记》中声明说：　　⋯⋯这一年来，全国出现了“新方法热”，有人称
一九八五年为我国文艺理论界的“方法论年”。
大家普遍关注和探求新方法。
我在一九八五年秋天给八二级同学开的“美学”课中，增讲了一个月的“美学新趋势”。
我在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中，也鼓励他们学习新方法。
为了改进教学工作，我在近一年来，学习了系统论、模糊数学和西方当代一些新的美学流派，并力图
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重点探索新的方法论对于美学的启发，从两者的结合中，探求美学发展的
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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