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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些短文都是在抗战中最后几年陆续写成的，在几个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过，因为都是谈文学，所以我
把它们结集成为这个小册子。
     文学是谈不尽的，坊间文学入门之类书籍实在太多。
这类书籍没有多大用处，人人都知道。
学文学第一件要事是多玩索名家作品，其次是自己多练习写作，如此才能亲自尝出甘苦，逐渐养成一
种纯正的趣味，学得一副文学家体验人情物态的眼光和同情。
到了这步，文学的修养就大体算成功了。
如果不在这上面做功夫，读完任何数量的讨论文学的书籍，也无济于事。
    这个小册子说浅一点不能算是文学入门，说深一点不能算是文学理论。
它有时也为初入门者说法，有时也牵涉到理论，但是主要的是我自己学习文艺的甘苦之言。
文学是我的第一个嗜好，这二十多年以来，很少有日子我不看到它，想到它。
这些短文就是随时看和随时想所得到的一点收获。
在写它们的时候，我一不敢凭空乱构，二不敢道听途说，我想努力做到“切实”二字。
在这一点，我希望这个小册子和坊间一般文学入门之类书籍微有不同。
我愿与肯用心的爱好文学的读者们印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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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朱光潜先生抗战最后几年发表于不同刊物上的文
章近二十篇，主要是他“学习文艺的甘苦之言”，不同于坊问的一般读物，既可视为文学入门读物，
又可作为理论著作。
正如他书中所言，初学文学关键在于“多玩索名家作品”和“自己多练习写作”，“逐渐养成一种纯
正的趣味，学得一副文学家体验人情物态的眼光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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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笔名盂实、盟石，中国现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
翻译家。
主要著作包括《悲剧心理学》、《谈美》、《诗论》、《谈文学》、《克罗齐哲学述评》、《西方美
学史》、《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等，另有译著《歌德谈话录》、柏拉
图《文艺对话集》、莱辛《拉奥孔》、黑格尔《美学》、克罗齐《美学》、维柯《新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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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文学与人生
资禀与修养
文学的趣味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上)：关于作品内容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下)：关于作者态度
写作练习
作文与运思
选择与安排
咬文嚼字
散文的声音节奏
文学与语文(上)：内容、形式与表现
文学与语文(中)：体裁与风格
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
作者与读者
具体与抽象
情与辞
想象与写实
精进的程序
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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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艺术。
就其为艺术而言，它与音乐、图画、雕刻及一切号称艺术的制作有共同性：作者对于人生世相都必有
一种独到的新鲜的观感，而这种观感都必有一种独到的新鲜的表现；这观感与表现即内容与形式，必
须打成一片，融合无间，成为一种有生命的和谐的整体，能使观者由玩索而生欣喜。
达到这种境界，作品才算是“美”。
美是文学与其他艺术所必具的特质。
就其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而言，文学所用的工具就是我们日常运思说话所用的工具，无待外求，不像形
色之于图画、雕刻，乐声之于音乐。
每个人不都能运用形色或音调，可是每个人只要能说话就能运用语言，只要能识字就能运用文字。
语言文字是每个人表现情感思想的一套随身法宝，它与情感思想有最直接的关系。
因为这个缘故，文学是一般人接近艺术的一条最直截简便的路；也因为这个缘故，文学是一种与人生
最密切相关的艺术。
研究文学只阅读绝不够，必须练习写作，世间有许多人终身在看戏、念诗、读小说，却始终不动笔写
一出戏、一首诗或是一篇小说。
这种人容易养成种种错误的观念。
自视太低者以为写作需要一副特殊的天才，自问既没有天才，纵然写来写去，总写不到名家的那样好
，倒不如索性不写为妙。
自视过高者以为自己已经读了许多作品，对于文学算是内行，不写则已，写就必与众不同，于是天天
在幻想将来写出如何伟大的作品，目前且慢些再说。
这两种人阅读愈多，对于写作就愈懒惰，所以有人把学问看成写作的累，以为学者与文人根本是两回
事。
这自然又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只阅读而不写作的人还另有一种误解，以为自己写起来虽是平庸，看旁人的作品却有一副高明的眼光
，这就是俗语所谓“眼高手低”。
一般职业的批评家欢喜拿这话头来自宽自解。
我自己在文艺批评中鬼混了一二十年，于今深知在文艺方面手眼必须一致，眼低者手未必高，手低者
眼也未必高。
你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过写作的甘苦，对于旁人的作品就难免有几分隔靴搔痒。
很显著的美丑或许不难看出，而于作者苦心经营处和灵机焕发处，微言妙趣大则源于性情学问的融会
，小则见于一字一句的选择与安排，你如果不曾身历其境，便难免忽略过去。
克罗齐派美学家说，要欣赏莎士比亚，你须把你自己提升到莎士比亚的水准。
他们理应补充一句说：你无法把自己提升到莎士比亚的水准，除非你试过他的工作。
莎士比亚的朋友本·琼森说得好：“只有诗人，而且只有第一流诗人，才配批评诗。
”你如果不信这话，你试想一想：文学批评虽被认为一种专门学问，古今中外有几个自己不是写作者
而成为伟大的批评家？
我只想到亚理斯多德一个人，而他对于希腊诗仍有不少的隔膜处。
文学的主要功用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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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谈文学》是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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