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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学作品四大门类里，散文不同于诗歌、小说，如果说诗歌是属于精神史的，小说是属于社会史
的，集中众多艺术功能的戏剧是属于广义文化艺术史的、超越文字符号表达的多功能空间艺术，而散
文则是最具群众性的、最广泛地介入生活成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独特文学现象。
莫里哀的一部喜剧里有一则这样的对话，甲问乙：什么叫做散文？
乙答：你现在说的就是散文。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散文，其实很平常，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散文里，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对散文感到亲
切。
也因为这样，散文作为文学术语，表述的是相对说比较宽松的概念，它当然必须具有不可缺少的文学
素质，但又不是很规范的，而是比较自由的，英语Essay，一般译作随笔、絮语、试笔、小品，都强调
书写的自由。
它是一种文体，然而自由到可以有多种不同形态，涵盖书信、日记、游记、回忆录、札记、序跋、嬉
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杂感，甚至政论中“笔端常带感情”的那一种。
随着文学的发展，十九世纪初还开始出现了诗与散文之间的边缘门类散文诗。
文学家以外，它的作者广泛到包括艺术家、音乐家、演员以及哲学家、科学家、史学家，乃至政治家
、宗教徒、旅行家，等等。
　　自然表达写作的散文成为最富亲切感的文体，书写时几乎不必考虑词语或文辞的张扬，不用防备
文采文风对心灵本真自然流露的掩盖，真实成为散文的根本特征。
散文写作最能完好保存并凸显作者被触动的瞬间感觉，和深入思考的曲折反复原初状态，成为与他人
对话同时也和自己对话的最优选择，理解自我和重构自我的最佳方式。
它“载道”，是说理的，但不是说教的；它“言志”，是抒情的，但不允许矫情。
它的最优化境界是融“载道”与“言志”为一体。
朴素的写作排除最小的做作的干扰，散文的本性是真实。
散文艺术的最高目的只是强调真实。
散文求美，而美是真实的伴随物。
　　正因为这样，散文拥有最多读者。
可能有多种不同原因，有的人很少读诗，有的人不爱看戏，有的人不看小说。
不是文学爱好者也读散文，也写散文，不一定为表示文化能力高低，表示兴趣广泛或精神境界雅俗，
散文作为文化现象对任何人都是亲切的，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成为散文爱好者，成为散文的“编外”作
者，不是想成为散文家，只是有那么一种自信，一种需求：我可以也应该写。
就这样，和其他文学门类相比，散文的阅读频率最高，影响面最广、最持久，散文有着最强大的作者
队伍，多种文化力量推动散文艺术不断发展。
　　因此当然，众多散文名作成为世界文学宝库最吸引人的亮点。
西方和我国的古代典籍几乎都是散文的经典之作。
在我国，旧时没有读过四书五经的算不得读书人，没有读过《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的被认为
是没有文化的人，就像西方没有读过《圣经》的不算有教养的人，没有读过荷马、柏拉图不算有文化
的人。
中华民族是善于创造也善于通过文化交流吸取他人长处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对本国文学历史和现状的重新审视，对世界文学的成就和走向的高度关注，成为新时期文学发展
的巨大推动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被“四化”浪潮激活的出版事业喷发出多年受压抑的无穷潜力，呈现空前
的蓬勃发展势态，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湖南人民出版社文艺部及时推出的数量可观的外国文学名著
中译本中，就有选译从古代到现代世界散文名著的《散文译丛》，受到读者的热情支持，几乎每隔不
到两个月就有一种新书出版，大多数读者都以读到每一种新书为快。
这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我们体会到：出版工作的起点是对读者需求的理解，出版物的生命在于是否恰好满足读者的欲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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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让读者失望的出版物，必须是内容充实精粹、高文化品格、高人文素质的。
我们仍将朝这个目标努力。
　　改革开放二十五年不算大的时间跨度里，从开始兴起紧接着不断升温的、为回应读者渴求而日趋
炽热的出版热，是我们国家走出封闭后最引人注目的革命性变化之一，这个变化还在不断扩展和深入
。
出版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大格局下，读者的选择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强烈而持久的挑战，我们的应对首先
是全面认知、严肃考虑读者的需求，依据它迅速作出编辑、出版、发行运作流程的必要调整，《散文
译丛》要努力做到成为一系列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名著组成的具体可见的散文艺术史。
　　散文先贤的贡献灿烂丰饶，必须努力从散文史的高度上把握散文艺术发展脉络，多角度、多层面
、全方位地展示散文艺术达到的高度和动人魅力。
必须从宏观上把握散文名著的经典性。
除已知的有显赫地位的公认具有散文文献价值的名著，还应该注意到那些可能存在的缺口，那些不显
眼的永恒的文学火种，那些不应该被遗忘而曾经被遗忘，因其永恒的辉煌而终于不再被遗忘的名著，
这对于一套系列展示散文名著的丛书是不可缺少的，缺少将是叫人感到遗憾的失误。
　　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工作质量，根本的保证是译文的质量。
译者的责任是提供忠实的译作、用传神之笔消除不同语种形成的阅读障碍，尽可能让读者如同读原著
一样通过本国语言欣赏、解读原著。
对于准确理解原著，善于用本国语言表达原著内容的译者，读者是会像尊敬原著作者一样尊敬他的。
我们颇感欣慰的是，读者对《散文译丛》的译文总体上说是肯定的、满意的。
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的选择表示我们的鉴别能力、我们的欣赏水平和
高标准的需求，其意义已经超越局部文化事业而属于全球性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的一部分。
我们相信，在专家和广大读者不断的关爱支持下，我们将能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得尽可能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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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是苏联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和文艺评论家。
青年时代他游历过许多地方，从事过多种职业，这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深厚的生活经验。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本质上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
在现实主义大一统的年代，他的创作受到官方的冷遇。
 美国学者马克·斯洛宁在谈到他的创作时说：“与其说是情节，倒不如说是抒情的风采、情感的一致
性、一种不间断的音符，使他那不连贯的散文具有一种统一性。
他的散文还具有某些评论家认为是他对法语的爱好所导致的那种光彩。
”     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是苏联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和文艺评论家
。
他于1892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铁路员工家庭，曾在基辅第一中学和基辅大学学习。
青年时代他游历过许多地方，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工人、水手、电车司机、卫生员、教员、记者，
这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深厚的生活经验。
本书作者以独到的眼光和流畅的语言文字为我们叙述了一个更为真实、鲜活、不再拘泥于文字的帕乌
斯托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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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铁夫：湘潭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文学理论和翻译家，有多部译作及文艺理论专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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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散文的诗意　　我们几乎没有一本谈作家工作的书。
人类活动的这个奇异而美好的领域实际上尚无任何人加以研究。
　　作家自己往往不愿意谈本身的工作，这不仅因为作家固有的形象思维同理论推断格格不入，很难
“用代数学来检查和声学”，而且还因为，作家们也许担心陷入一篇古老寓言中那条蜈蚣的境地。
有一次蜈蚣犯了愁：它有四十只脚，每只脚应该怎样依次向前爬行呢？
它左思右想，一无所获，竟然连已经学会的奔跑方法都给忘了。
　　作家本人也可以把自己的创作过程分解成几个部分，但这当然不是在创作过程进行的时候，不是
在工作的时候。
　　创作过程类似结晶过程。
在结晶过程中，饱和溶液（这种溶液类似作家储备的印象和想法）可以生成一种透明的、闪耀着各种
光彩的、坚硬如钢的晶体（这里的晶体指的就是一篇完整的艺术作品，不论它是散文、诗歌还是戏剧
）。
　　创作过程是连续不断和丰富多彩的。
有多少作家，就有多少种观察、谛听和选择的方法，就有多少肿创伤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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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K·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是俄罗斯著名小说家、散文家。
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散文集《金蔷薇》是一本创作经验谈，用抒情笔调和故事形式探讨了创作上
的一系列问题，深受读者欢迎。
　　《面向秋野》是《金蔷薇》的姐妹篇，它收辑了作者20世纪30-60年代所写的六十六篇关于艺术问
题的文章和回忆录。
它们既是给人启示的文艺随笔，又是清新优美的抒情散文。
　　1985年和1992年该书曾作为《散文译丛》之一，先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广受欢迎。
当时由于篇幅限制，只收入二十五篇译文。
此次重版，将当时业已译好而未能收入的九篇文章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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