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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心武散文随笔》收录了刘心武先生的自选作品散文随笔：丁香花开、炸酱面、人在风中等，
并在每篇自选作品之前有作者本人介绍该文写作背景以及写作这篇名著的原因和动机；作家对小说、
散文价值的提炼以及一些新的思考与论证。
通过作者对写作背景、场所、心态等介绍，使广大读者读到原文所读不到的内容。
这对于读者深入理解作者及著作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其它所有已出版的同类书籍无法比拟的。
通过这部书，可以达到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弥补作者对已成作品或读者读书时的某种遗憾，使作品发
挥其更大的社会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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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50年后定居北京。
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1977年11月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发轫作。
短篇小说代表作还有《我爱每一片绿叶》《黑墙》《白牙》等。
中篇小说代表作有《如意》《立体交叉桥》《小墩子》《泼妇鸡丁》等。
长篇小说有《钟鼓楼》《四牌楼》《栖风楼》《风过耳》等。
1985年发表纪实作品《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再次引起轰动。
1986-1987年在《收获》杂志开辟《私人照相簿》专栏，开创图文相融的新文本；1999年推出图文融合
的长篇《树与林同在》。
1992年后发表大量随笔，结为多种集子。
1993年开始发表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并将研究成果以小说形式发表，陆续出版多部专著，2005年
修订增补为《红楼望月》；同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播出《刘心武揭秘》系列节目，
至2008年前后播出45集；这期间陆续出版同名专著四部，产生强烈反响。
1995年后开始尝试建筑评论。
1998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2004年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材
质之美》。
作品多次获奖，如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短篇小说《班主任》获1978年全国首届
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此外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和儿童文学《看不见的朋友》《我可不怕
十三岁》都曾获全国性奖；长篇小说《四牌楼》还曾获得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奖。
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至2008年在海内外出版的个人专著以不同版本计已逾160种。
若干作品在境外被译为法、日、英、德、俄、意、韩、瑞典、捷克、希伯来等文字发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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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960年-1965年丁香花开播种桂花飘香银锭观山水仙成灾之类1980年-1999年炸酱面默默想音容人情似纸
高雅的话题京二两海半两恐怖兔儿灯起点之美硬木棍牧童短笛松本清张一去不返冰吼隆福寺的回忆五
十自戒羞涩白桦林的低语为你自己高兴坐在门槛上的送煤工听沃尔科特受奖演说观故宫藏照珍惜生命
献给命运的紫罗兰冬日看海人点地寸移春冰糖猪儿为他人默默许愿谁做心里难过等候散场分享窗含与
门泊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父亲脊背上的痱子早场电影我的自行车狼·蟒·牛·猫在类别的边缘“在
场”的魅力话说赵姨娘2000年-2008年人在风中一件亏心事框住幸福跟陌生人说话漫话厨房给平凡以价
值太虚幻境四仙姑“三十”与“云月”扬铃打鼓的乱折腾贾母论窗见识狱神庙独在花阴下穿茉莉花沉
湖·葬花·玉带两代荣国公缪大姐的门何处在涌泉？
因为缺个杈在柳树臂弯里一把米有多少粒？
藤萝花饼颠簸你有淡淡的哀愁吗？
关于人性的思考王子的舞步端木先生的眼神闲水野鹭打地铺看倒影大碗健康携梦人小圆拢子包房综合
症手机症候群罗姆再吸一支烟有糖大家甜讲那照片的故事随柳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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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60年-1965年　　1丁香花开　　两年以前，到学校教课的第一天，当她走进教员休息室时，头
一眼看到的就是供在她桌上的一瓶丁香花。
瓶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敬爱的老师，在见面会上您说喜欢花，所以我们把这束花给您插在瓶里，好
吗？
您的学生们。
”　　她心头非常激动。
　　从此以后，保荣的桌上总会有一瓶鲜花。
春天是丁香，夏天是野玫瑰、土茉莉，秋天是西番莲和野菊花，即使是冬天，孩子们也会细心地在瓶
底铺上卵石。
养上水仙。
这些花，有的是孩子们家里种的，有的是他们到野地里采来的。
每次花瓶里除了主要的花外，总还要点缀一些保荣叫不出名字的野草野花。
保荣每天在这桌上备课、改作业、订班上的工作计划、写总结、批卷子⋯⋯每当她累了的时候，只要
一看见桌角的一瓶鲜花，就会忘记一切疲劳，更加努力地工作起来。
有一次，保荣没把课文中的几个生词给孩子们讲懂，她一天都不舒服。
学校里只有一个初中班，语文教师只是自己一个，问其他的教师。
他们也说不清，查字典，字典上又说得太简单，怎么办呢？
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到20里外县立中学去请教老教师。
可是为了几个词，值得吗？
正思索，她的眼睛转到了花瓶上。
她好像看到了40颗渴求知识的孩子的心在她眼前跳动。
她猛地围上围巾，顶着风沙一气跑了20里。
当她在县立中学搞通了这几个词，满心欢喜地回来时，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只用了几分钟，孩子们就完全搞通了这几个词的涵义，但为这短短的几分钟，保荣却花费了
多少劳动备课啊！
　　后来，保荣发觉上自习课的秩序很乱。
孩子们不但要在打铃十分钟后才勉强安静下来，而且有几个球迷还会偷偷出去踢球，留在教室里的也
有看小人书的、弹纸飞机的⋯⋯于是她决心和孩子们一块上自习。
头一次，她提前五分钟到了教室，首先整理了一下桌面，把花瓶摆正，铃声一响，她就安静地坐下来
，用心地备课、看参考书。
起初，孩子们很紧张，以为老师一定会严厉地指责他们，可是看到老师也像个学生一样，默不作声地
上自习，他们就再也不好意思偷跑出去玩了。
　　春天又到了。
保荣从市里参加群英会回来，没有回宿舍，先跑到教室里去。
孩子们都已散学回家了，可是教室前办公桌上的花瓶里，却依然插满刚开的丁香。
保荣坐在桌旁，像第一次到学校一样，心里又翻腾起来。
她想起两年来的种种事情。
想着想着，她情不自禁地拿出自己心爱的记事本来，用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几个大字：永远做一
个尽职的教师！
　　1960年3月10日　　【写作背景?自评】　　写于在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求学期间。
发表于1960年《人民日报》副刊。
时年18岁。
　　1959年我在高考中失利，不仅没有考上名校，连北京师范学院都没有录取我，只被北京师范专科
学校录取。
很多年后知道，形成这样的局面有着特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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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可参考本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我和我的这个时代?刘心武卷》中收入的《风雪夜归正逢时》长文。
　　我服从国家分配，去了师范专科学校。
我的内向性格并不适合当教师，但我与命运讲和，调整自己的心态，准备去担任一名人民教师。
写这篇文章前，听了一位归校的师姐讲述她的从教经历，其中学生用简陋的花瓶在讲台上摆放鲜花的
事情，她只是一带而过，却触动我生发写了这样一篇散文。
　　当然浅白。
但那时心地单纯，涂写出的文字总还算得上清新吧。
　　2播种　　迎着和煦的春风，我把窗户打开。
金色的阳光镀到桌上，把玻璃板下的一幅版画衬托得格外引人注目。
那是我从一本杂志上剪下来的：在油黑的沃土上，一位雄壮的播种者高昂着头颅，纵情地扬开健美的
胳膊，播撒着金星一般的种子；他的背后，是蔚蓝蔚蓝的天空，上面飘飞着朵朵白云⋯⋯这幅题为“
播种”的版画，第一次映入我的眼帘时，就仿佛烙在了我的心上，使我的眼睛一亮。
我终于把它剪了下来，压在玻璃板下。
每当我坐到桌前，拿过同学们的作业簿开始批改时，就不禁要凝视这图画一小会儿。
我感觉到，我所从事的事业和这位播种者一样！
不过供我播种的不是那一望无垠的沃野，而是孩子们那纯洁稚气的心田；我要把自己心中最美好、最
实在的东西，一点一滴地播入到他们的心田，使那里只生长最美丽、最耐风霜、最茁壮的花木，将来
，会从那里结出最丰硕的果实，像玉石一般光彩夺目，像金子一般熠辉灿烂⋯⋯　　我打开作业簿，
像辛勤的农民紧紧地凝视着田地，不让一根杂草躲过我的巡查——这里有一个错字，帮他改正！
这里要添上个逗点，并且附上：为什么？
⋯⋯一本本作业簿像一只只张满白帆的小船，给我载来了一个个的回忆，孩子们的小脸在我眼前依次
呈现，他们的一笑一颦我都是那么熟悉。
我精心地批改着作业。
为的是播下一颗颗结实健壮的知识种子⋯⋯　　当我站在教室的窗外，等着第二遍铃声打响时，眼前
时常浮现出版画上那魁梧雄壮的身姿，我立刻变得更加精神、更加严肃，难道每一堂课不是一次播种
吗？
进了教室，望着一排排花朵般的小脸，我的心里荡漾着葱茏的春意。
不管窗外飘飞着雪花，弥漫着风沙；不管窗外是冰凝琼枝，还是叶黄枯落，我永远精神抖擞，因为我
永远是一个春天的播种者！
窗外的和风拂荡着绽出嫩芽的柳丝，红星星一般的桃花静静地微笑着，散发出阵阵馨香。
教室里是那么安静，静得像没有一丝波纹的湖面，只有我，用激动的声音在那里讲着王若飞在狱中的
故事。
我望着孩子们一对对闪闪发光的黑眼睛，仿佛望着一扇扇发光敞亮的窗扉，窥见了他们一颗颗热烈地
跳动着的心。
我意识到自己在播种着最宝贵、最重要的种子，这种子会在他们心上开出最艳丽、最珍贵的花朵⋯⋯
　　当我在桌旁坐下，又一次凝视着那扬臂的雄姿、豪迈的笑容时，就又感到一阵流过全身的自豪和
激动。
同时，严肃地再鞭策自己一次；你只能播下纯洁健壮的种子，你要对播下的每一粒种子负完全的责任
，只有这样，你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播种者，你才能真正领会到播种的快乐与幸福！
　　1962年春　　【写作背景?自评】　　1961年我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十三中任
教。
那时组织上强调必须端正专业思想。
我从不喜欢当教师，但却渐渐地从工作中获得了快乐。
这篇散文发表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是真实情感的抒发。
　　当然，和上下几篇一样，属于“穿开裆裤的照片”。
但那就是我写作与发表文章的“儿童期”。
擦也擦不掉，瞒也瞒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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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下来，算做历史资料吧。
　　3桂花飘香　　天刚麻麻亮，曹大爷就起身了。
校园里弥漫着乳白色的晨雾。
绿色的矮松墙，红色的美人蕉，灰色的小楼房，在雾里显得朦朦胧胧的，像是还没睡醒。
曹大爷操起笤帚，扫起校园里的石子甬路来。
其实，昨天晚上他就扫过了，可是，夜里刮了阵风，他担心落叶把甬道弄脏了，于是再扫一遍。
不让孩子们生活的环境里有一丁点不干净、不整洁的地方，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了，何况今天又是开学
的日子呢！
　　他沿着甬道慢慢扫去，心里嘱咐自己：轻一点，老师们还没睡醒呢，今天他们又要走上课堂，可
不能把他们吵醒啊！
可是，当他扫到教室楼后柳树林边时，不禁怔住了。
是谁在柳树林里轻声地朗读？
他眯起眼睛一瞅，原来是新来的王老师，正在准备讲课呢！
今天就要讲第一课了，心里怎么能平静？
曹大爷想到这里，提起笤帚，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
来到大门口，猛然嗅到一股甜香，啊！
原来是放在那里的两盆桂花长骨朵了，米黄色的小花缀满酱紫色的枝丫。
他停下脚步，猛吸着这醉人的香气，心里甜滋滋的。
是啊，又有一批孩子走进这个大门了。
　　忽然，大门外有人叫“曹大爷开门”。
门一开，孩子们就蹦到了他跟前，这个送他一张假期里画的画，那个递给他一架飞机模型⋯⋯二年级
的王纪明牵着弟弟，指着弟弟身上背的新书包，告诉曹大爷说：“这是我给弟弟缝的，从今天起，他
是一年级小学生啦！
”曹大爷乐得合不拢嘴巴。
不一会儿，孩子们的欢笑声、招呼声就把晨雾冲散了，初升的阳光给楼房和美人蕉镀上了金边，学校
又恢复了暑假前的热闹⋯⋯　　一年级的新生大都是爸爸、妈妈送来的，他们有的活蹦乱跳的，一点
不认生，见了曹大爷就叫“大爷”；有的却很腼腆，牵着妈妈的手不放，两只眼睛不住地眨巴。
碰见这样的孩子，曹大爷就走过去，弯下腰，和气地说：“不怕，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啦，瞧，你自
己长大了，这里的东西比起托儿所的来，也长大啦。
对吗？
”孩子睁大眼睛望望四周，可不，操场大了，滑梯高了，秋千也长了。
于是，他们感到自己确实长大了，就放开妈妈或爸爸，大方地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起来。
　　一个年轻的阿姨走进校门，手里没牵孩子。
大爷问她：“找孩子吗？
”阿姨脸上泛红，不好意思地说：“我是托儿所的阿姨，上班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今天新来的孩
子，有好多是我带过的⋯⋯”曹大爷点点头说：“不放心？
是吗？
　　也难免，我们不会亏待孩子的，瞧，他们玩得多欢畅啊！
”阿姨顺着曹大爷指着的方向望过去，可不，到处是欢乐的人群，高年级的同学带着低年级的小朋友
，老师、辅导员在孩子们中间讲着什么。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花香，两只眼睛闪闪地望了曹大爷一眼，喊了声：“再见！
”就走了。
她心里感到像接力赛跑跑完了那样轻松。
　　曹大爷听着小学校里特有的孩子们的喧腾声，感到特别亲切。
也许有人嫌这声音太吵人，但是，在这所小学校里工作了20年的曹大爷，却觉得没有这样的声音就会
寂寞。
　　上课了，校园又恢复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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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大爷从传达室出来，操起笤帚，又扫起甬道来。
那黄米一般的桂花，飘起更加浓郁的香气。
　　1962年9月11日　　【写作背景?自评】　　发表于1962年《人民日报》副刊。
写的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美好心灵。
写了几年散文，布局谋篇、遣词造句都有进步。
算是从“文学少年”，进位到“文学青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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