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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真正认识刘再复先生始于8年前的那次采访。
高中时偶然从《读者文摘》（后改名《读者》）杂志上读到散文《读沧海》，深深被那种磅礴气势浪
漫情怀所吸引，从此记住了作者刘再复的名字。
后来，自中学时代即成好友至今的谢志斌考入厦门大学，他告诉我关于厦大的几个光荣史，其一便是
刘再复曾在中文系读过书。
谢志斌一直挚爱哲学，当时正深陷尼采激情四射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加上自身浪漫忧郁的特
质，他也十分喜欢刘再复的散文，刘再复便一度成为我们共同的话题。
谢志斌从美国游学回来后，到香港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2002年9月前后，他告诉我刘再复到香港讲
学，由此触动我采访刘再复的念头。
记得那次采访是在香港城市大学刘再复的寓所里，我和谢志斌问，刘再复答，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
，中间一起吃晚饭。
采访结束后，在城市大学某楼层走廊，我们站在栏杆前，面对中空庭院内的一丝月色，不知谈到一个
什么话题时，我看到陷入深思的刘再复的侧影，心里戚然⋯⋯采访最后未能见报。
刘再复知道后也只是淡淡地说，没事，先放着，等以后有机会了，我们再补充完整一些，争取出一本
书！
这一放就是8年。
8年，可以发生很多事，也发生了很多事。
我以为刘再复只是客气，或者是安慰我，对于采访结集成书并不抱太大希望。
此后，又有好几次见面、通信、通话，蒙他寄送一些他自己在海内外出版的书，断续阅读之后，一个
既有理论思辨又有诗人激情的刘再复渐次明晰起来。
工作之余，闲适之时，看书，翻翻旧采访录，或是和一两位并非江湖中人的朋友说说话，想起匆忙的
香港之行，一些有关的问题又冒出来，于是就随手记下来；我的朋友马骥，其时正在巴黎第七大学教
授巴斯蒂夫人门下攻读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中间回国休假时帮我拟定了与近代史相关的几个问题。
大大小小估计有近百个问题了，删削整理后寄给尚在美国的刘再复先生，便不作他想。
然而，去年12月间，突然接到刘再复先生的越洋电话，说已经把十几万字的采访稿校阅修改完毕，将
邮寄给我编校！
这才知道什么叫一诺千金！
而当我收到高达半尺的访问稿后，禁不住惊叹，因为所有的问题条目之下是如此认真漂亮的手写体答
复，很少涂改，俨然成书。
刘再复也许可以算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异数，既不能完全归入文学界，也不能完全归入学术界——
他曾经以感性和理性融和的散文体记录一个时代的特殊风貌，也曾以《性格组合论》和《文学主体论
》的系统表述，掀起新时期文学反思的浪潮。
他曾经身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这样的“高位”，也曾一度跌入风云突变的危难境地；他
曾经是瑞典诺贝尔文学奖殿堂里的首位中国嘉宾，也是游走于欧美港台四海为家的漂泊者；他与李泽
厚在科罗拉多秉烛夜谈谈出一本轰动海内外的《告别革命》，在与女儿刘剑梅的来往信件里谱出新时
代的“两地书”（《共悟人间》）。
尤其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在对鲁迅和整个现当代文学的评论探索中独树一帜却“返回古典”，写出
长达百万字的《红楼四书》和《双典批判》，再次震动中国文坛⋯⋯这种跨文体的创造活力在中国作
家和批评家中并不多见。
刘再复的人生在1989年裂变为两段，他自称之为两次人生，1989年之前为第一人生，1989年之后的海
外生活为第二人生。
在两次人生中，他的整个生命状态截然不同，在归零之后的第二人生，他借助禅宗等文化动力，更仰
仗自身不被任何命运击倒的毅力，开始对第一人生进行反思与超越，至今其可见的成果大致分两个系
列，一是感悟式的思想者散文系列，其代表作是十卷本的《漂流手记》；二是属于人文科学范畴的理
论著述系列，其代表作是《告别革命》、《罪与文学》、《红楼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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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散文”这个概念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岗在为花城版的刘再复散文集《远游岁月》所作序
言中提出的，刘再复与女儿刘剑梅（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马里兰大学副教授）书信往来讨论文
学、社会、人生，此为“书信体”，而那些独自面对人生、大地、苍穹宇宙，诉说自己的思考和感悟
，则为“独语体”。
这种思想者散文既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读沧海》为代表的散文创作的延续，延续的是生命激情，但
又是一种质的超越，即超越人间是非的冷观与禅悟。
滔滔数千言的《读沧海》似山呼海啸，一浪高过一浪，以抒情见长，适合舞台朗诵，而第二人生中的
《独语天涯》，则似暗夜呓语，思绪邈远，更适合灯下默读，在东西文化交错的大视野中，意境也更
开阔。
刘再复的学术理论著述中，轰动一时的主要有第一人生时期的《性格组合论》、《论文学主体性》和
第二人生时期的《告别革命》以及近期的《红楼四书》。
前者历史针对性极强，刻意要打击旧教条。
这是文学理论上的超越，也是一种时代思想的超越，但后者则指涉社会问题，尤其是《告别革命》命
题新鲜而响亮，但内涵却温和而慈悲，因此引起的反响似乎也更为深远，加上作者身居海外，直言无
讳，出口转内销，震撼力加倍。
但是，革命或者改良，似乎是一个永远的话题。
也许是环境使然，当代中国缺少敢于触及现实根本的哲学思维和独立不移、敢于直言、敢于首创的作
家和批评家，流行于社会的太多是左顾右盼的不痛不痒之论。
现在科学技术极为发达，印刷品汗牛充栋，数量的优势倒是有，但质量的优势却说不上。
我说刘再复属于不多见的“异数”，原因也正在于他绝非是空头理论家，他从第一人生到第二人生，
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理念，但又不能不面对他从时代的苦痛中提出的大哉问。
即使是今天回头去看，在1989年之前，刘再复的散文创作及理论探索仍然显得如此超拔和卓尔不群，
《读沧海》《再读沧海》《榕树，生命进行曲》《太阳.土地.人》《洁白的灯心草》，这些散文已经
走出了伤痕文学的老套路，它不是批判现实，而是见证人性，见证历史沧桑和心灵沧桑，它感应时代
的脉搏，更呼唤灵魂的主权与尊严。
其境界，既不是神境，也不是逸境，而是洋溢着赤子灵魂芳香的莲境，这就难怪聂绀弩称赞刘再复说
：“知否莲花有化身。
”而《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传统与中国人》等著作则表现出那个时代难得一见的深刻反思
与视野开阔的理论品格。
刘再复的独立思考与自由探索，令其影响远超这两种文体领域，而至今仍有回响。
当然，更不用说1989年之后至今，在短暂的彷徨期后，刘再复焕发出新的更为蓬勃的创造活力，散文
创作及理论著述犹如井喷，源源不绝，《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罪与文学》、《思想者十八
题》、《李泽厚美学概论》、《漂流手记》、《远游岁月》、《独语天涯》、《共悟人间》、《红楼
四书》、《双典批判》⋯⋯可惜有些书目前在国内尚未出版。
刘再复是当代中国社会变动、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文化标本，他是上一个世纪后半叶历史的亲历者和
见证者，他身在时代的潮流之中，但心却在潮流之外，虽然也当过弄潮儿，但大体上是超越潮流的冷
观者与思想者。
他有关爱，但不是急功近利的救世情结，而是独立思考的终极关怀。
要真正认识一个人，中国古话有“听其言，观其行”的说法，很多人通过翻读刘再复近些年来在国内
外一版再版的那些著作即可“听其言”，但真正知其行藏的人却未必很多。
此书也许可以帮助读者“知其行藏”，这是刘再复首次通过接受访谈的形式较为系统全面地叙述自己
的人生经历，回答人生见闻中的种种问题，既感性又理性。
历史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史，一种是野史。
正史是由历史学家写的，其中有的是由官方委任史官写的；野史是民间写的。
还有一种口述史，像唐德刚为胡适写的口述史。
正史通常是按照官方的需要或史学家的体系逻辑写成的，大多缺少感性；而野史往往不真实，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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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过于细节感性看不到时代背景。
口述历史有它的长处，既有正史的准确性，又比正史感性，还扬弃了野史的粗糙和随心所欲。
这本书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刘再复的口述史。
我相信延宕8年之久的访谈结集成书，多少应该能够还原一个生动的刘再复，读者也可以从中得以窥
见历史的一角。
当然，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既是学习的过程，也是工作的意义之所在。
吴小攀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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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格是人自身的乳汁，它取之不尽并会滋润整个曲折的人生。

生命与文化普世价值的全面省思
直抵灵魂的叩问
跨越古今中外?生命思索
 本书是著名学者刘再复先生首次以访谈的形式较为系统地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回答人生见闻中的种
种问题，既感性又理性。
书中，刘再复先生不?详述了自己幼时的成长奋斗历程，并对其丰富的人生经历进行了动情的叙述，此
外，刘再复对亲情、友情、师生情以及爱情等的畅谈，让我们领略到他淳朴、真挚的世俗情怀。
该书可谓是刘先生人生历程的再现，更是其精神、心灵的自传，一问一答间将刘先生人生的不同之境
做了巡礼似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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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再复，1941年出生于福建南安刘林乡。
19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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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等院校
分别担任过客座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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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林岗合著）、《现代文学诸子论》、《高行健论》、《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传统与中国
人》（与林岗合著）、《共鉴“五四”》、《红楼四书》、《李泽厚美学概论》、《刘再复散文诗合
集》、《刘再复文论精选》、《人文十三步》、《人论二十五种》、《双典批判》、《漂流手记》（
十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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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小攀，福建安溪人，1969年12月出生。
历史学学士、文学硕士，资深媒体人。
现任广州《羊城晚报》主任编辑，曾对余光中、白先勇、洛夫、顾彬、贾平凹、陈忠实、刘再复、袁
伟时、罗大佑、侯德健等数百位国内外文化名家进行独家专访，多次获中国新闻奖。
业余进行相关文化研究及创作，编著有《黑白讲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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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辑 香港访谈录 再说身世 高行健与中国文学罪与文学夏志清批评 新文化反思 第四辑 闲说2010 从山里
娃到思想者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岁月 海外生活与四海为家 返回古典与《红楼四书》 对海外汉学的评
价 附录文学自性与文学本义 《性格组合论》北京版序 学术自述 我的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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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讲人生三大内容，即“烦”、“畏”、“死”，他讲的“烦”，并非是
我们通常所说的“烦恼”，而是“牵挂”等更深邃的内容。
我有时牵挂在国内的母亲和女儿，牵挂得要死，牵挂得要发疯。
而所以“畏”，就是怕永远漂泊在异域他乡，永远要充当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了。
更深层的“畏”则是第二人生面对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另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另一种文化，另一
种规范。
我明白，不可简单、浪漫地把这个世界称作“自由世界”。
这是美国，是英语世界，没有工作能力没有语言能力，就没有自由。
我写的（（逃避自由》一文，说的是到了美国，才明白什么都得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的肩膀，没有“
组织”、“群众”可以依靠，自由意味着独立地挑起一切重担，意味着自己开车，自己买菜，自己买
机票。
所以我想逃离，想念在群体卵翼下“取暖”的日子，那是多么舒服的日子！
吴小攀：新的环境与新的生活规范也逼迫你自己站起来了，自己学开车、学说话，我读了您的《第二
人生之初》，您说第二人生固然大不同于第一人生，但开始时很像第一人生，割掉和母亲（祖国）联
系的“脐带”.哇哇啼哭，然后就学直立，学说话，学走路。
刘再复：是的，人生有一部分是自觉建构的，有一部分则是被“逼”出来的，包括写书写文章，其实
也常常是逼出来的。
今天你们不从广东来采访我，我就不会讲述，这其实也是“逼”的一种形态。
初到海外心理倾斜，生命产生危机，为了活下去，就写漂流散文，这也是生命的逼迫。
像我如此笨手笨脚，还得学开车，不会开车等于不会走路。
开车也是逼出来的。
当然，逼我生长的一切，最根本的是逼着我的心灵往深处生长了。
心性生长了，理性也生长了。
为了让心境赢得安宁、平静，我读《六祖坛经》，进入“禅”、进入大乘佛学的深海，用生命去领悟
那些以往被批判的“智慧”，重新开掘自己儿时的质朴心性，努力返回自己的本真本然状态。
本来就是一个农家子，一个乡村孩子，一个赤条条的什么也没有的真正“无产者”，现在回到那里就
是了。
能有“二度童年”，能够“复归婴儿”，这不也很有意思吗？
从被逼迫到自觉，一旦自觉，就觉得新的人生很有意思，离以往的世俗角色愈来愈远，愈能向生命本
真靠拢，愈能读懂《红楼梦》和中外许多文学经典。
除了心性，我觉得自己的理性也生长了。
在海外还得谋生，还得研究、教书，到处去“客席”、“客座”，仍然必须有个“学者”、“思想者
”的角色，不能只当写写散文的所谓“作家”。
在海外四处奔走，四海为家（其实是四海无家），结果是眼界开阔了。
一面看到这世界真大，真美，人类把地球建设得这么美，真了不起。
人类建构的城市、街道、教堂、博物馆这么美，人类创造的音乐、绘画、雕塑这么美，真了不起。
我到巴黎6次，去了8次卢浮宫，还去了佛罗伦萨、威尼斯、梵蒂冈，看到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拉
斐尔的原作，看到人类的智慧这么辉煌，这就明白自己的位置了，明白什么是真价值了，这就是理性
。
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多黑暗、这么多困境。
美国也不是理想国，除了目睹纽约、芝加哥的贫民区而大吃一惊之外，美国成堆的社会问题也是出国
前完全想不到的，许多人根本就无法治病，无法过安稳日子。
小攀虽然还很年轻，但可算是老报人了（在《羊城晚报》工作已十多年），新闻及文学批评逼他敏锐
，加上自身又好学善思，终于在8年前走过罗湖桥.来到香港城市大学与他的好友谢志斌（也是一个好
学深思的同乡年轻朋友，当时正在港大攻读哲学博士）一起对我进行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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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到他，就觉得这是一个信实的编者、记者，于是就开怀向他畅谈，何况那时候，大陆的报刊都在
回避我，而他却不在乎，可见他在聪慧之中还是有点“呆傻”，而我偏又喜欢这种“呆傻”的赤子，
于是便有问必答。
第一次采访完毕之后，他又与他的朋友马骥（正在巴黎攻读历史学博士）拟出五十多个问题，用另一
种形式继续对我进行采访。
七八年来，我东西穿行，这份写在两张纸上的五十多个问题，始终跟着我，有空我就作答并书写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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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小攀虽然还很年轻，但可算是老报人了（在《羊城晚报》工作已十多年），新闻及文学批评逼他敏锐
，加上自身又好学善思，终于在8年前走过罗湖桥.来到香港城市大学与他的好友谢志斌（也是一个好
学深思的同乡年轻朋友，当时正在港大攻读哲学博士）一起对我进行采访。
一见到他，就觉得这是一个信实的编者、记者，于是就开怀向他畅谈，何况那时候，大陆的报刊都在
回避我，而他却不在乎，可见他在聪慧之中还是有点“呆傻”，而我偏又喜欢这种“呆傻”的赤子，
于是便有问必答。
第一次采访完毕之后，他又与他的朋友马骥（正在巴黎攻读历史学博士）拟出五十多个问题，用另一
种形式继续对我进行采访。
七八年来，我东西穿行，这份写在两张纸上的五十多个问题，始终跟着我，有空我就作答并书写下来
。
去年秋天我到马里兰剑梅处，趁《双典批判》刚脱稿，就坐下来把未了结的问题全部答定并寄到广州
给他。
今年上半年我到香港岭南大学、城市大学“客座”，他带来了整理编辑并打印好的全部采访稿给我，
又进行了两天的交谈。
他走后我校阅了稿子，而他又整理出“最后的交谈”与“闲谈”。
这样一来，一部自述性的访谈录，竟初具规模成一本书了。
周青丰比小攀年轻一些，他抓住了这部稿子，并建议加一正题，名日“走向人生深处”，我觉得不错
。
答应不久，便是今天在灯下校读清样了。
因是采访稿，认真读起来才觉得许多地方需要补充、需要“完善”，特别是想讲讲小攀未问及的一些
好友的故事，但青丰催得紧，且修改起来也无边无际，只好仅改正些不得不改之处，其他的也就都认
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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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刘再复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异数，既不能完全归入文学界，也不能完全归入学术界——他曾经以感
性和理性融和的散文体记录一个时代的特殊风貌，也曾掀起新时期文学反思的浪潮；他曾经身居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这样的“高位”，也曾一度跌入风云突变的危难境地；他曾经是瑞典诺贝
尔文学奖殿堂里的首位中国嘉宾，也是游走于欧美港台四海为家的漂泊者。
刘再复是当代中国社会变动、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文化标本，他是上一个世纪后半叶历史的亲历者和
见证者，他身在时代的潮流之中，但心却在潮流之外，虽然也当过弄潮儿，但大体上是超越潮流的冷
观者与思想者。
他有关爱，但不是急功近利的救世情结，而是独立思考的终极关怀。
　　——本书访问者我的第一人生的角色是中国学者，第二人生的角色是漂流者。
我觉得现在应当结束这两种角色，进入第三人生的第三种角色，这就是“中国血统的世界公民”的角
色。
中国是我血液深处的父母之邦，这种中国之子的情怀永远都不会改变，但我又希望自己有一种超越中
国的“世界公民”的身份与眼光，既是超越美国的眼光，也是超越中国的眼光。
爱因斯坦“为人类服务”的态度，实际上是世界公民意识，有这种意识，便可用冷静的、清明的眼睛
看宇宙、看人类社会，也冷静地、客观地评价各种现象。
爱因斯坦的成就虽不可企及，但爱因斯坦的立身态度，我们可以向他靠近。
　　——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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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向人生深处》，刘再复“心灵自传”首度出版，完整叙述七十年风雨人生。
《走向人生深处》，谈两次人生的风雨苍皇，精神危机与内心变易 谈在社科院的日子，“文革”荒唐
与事后自审。
《走向人生深处》，谈返回古典、质朴，终极认知与禅的启迪力量 谈大国风度与中国崛起，文化未来
与人类困境。
 《走向人生深处》，从山里娃到思想者从漂流学人到世界公民，完整叙述七十年风雨人生历时八载追
踪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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