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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文学馆听讲座1：文学的风景》主要内容包括：当下文学的危机和出路、叩开西藏的文化之
门、村上春树作品在中国的流行及其原因、启蒙世纪的法国文学、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主要流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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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博士。
著有小说《出逃》，传记文学《人生的采访者&mdash;&mdash;萧乾评传》、《生命信徒：徐志摩》、
《凌叔华：古韵精灵》，采访整理《风雨平生&mdash;&mdash;萧乾口述自传》、采写《老舍之死采访
实录》，研究专著《未带地图，行旅人生》，《口述历史之下的老舍之死》，编著有《太平湖的记
忆&mdash;&mdash;老舍之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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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当下文学的危机和出路-陆天明叩开西藏的文化之门-范稳村上春树在中国的流行及其原因-林少华当下
文学的危机和出路-陆天明叩开西藏的文化之门-范稳村上春树在中国的流行及其原因-林少华雪莱、狄
金森与解构主义-江枫启蒙世纪的法国文学-余中先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主要流向-余中先作为一门学科的
中国思想史研究-欧阳哲生丁文江的一生及其评价-欧阳哲生文物：现代的神&mdash;&mdash;感受美国
博物馆文化-傅光明雪莱、狄金森与解构主义-江枫启蒙世纪的法国文学-余中先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主要
流向-余中先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欧阳哲生丁文江的一生及其评价-欧阳哲生文物：现代的
神&mdash;&mdash;感受美国博物馆文化-傅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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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免费义务讲座已经延续了多年，风雨无阻，它的不事雕琢使得它保持了一份单
纯、宁静和淡泊。
这是一所&ldquo;没有围墙的大学&rdquo;，因为免费，拒绝了商业的玷污，因为没有功利的诱惑，就
少了作秀的姿态，因为开放，就多了民间的色彩，用不着媚俗，用不着哗众取宠，真精神就是在这份
寂寞、平淡与坚持中诞生的。
《在文学馆听讲座》即是近两年讲座内容的荟萃，按照内容分为两卷，卷一为《文学的风景》。
　　文学需要用灵魂来体验，更主要的，文学是借助于一定的作品来体现，通过不同的作家来阐释的
，听讲者要有一定的文学准备。
而事实是，现在的人缺少的就是对自己灵魂的审视和对于文学的漠不关心，这就直接导致了&ldquo;当
下文学的危机&rdquo;，而这也是《文学的风景》里第一篇的演讲主题，演讲者是作家陆天明。
从文字中，我们就能感受到陆老师的那种不平的呼号，那种痛心疾首的指责：&ldquo;我们的现实状况
是，大多数作家和作品在有意无意地毁灭现实，毁灭人性，从&lsquo;上三路&rsquo;走进&lsquo;下三
路&rsquo;，喜玩小资情调，喜做文字游戏，讲叙事结构，讲写作技巧，重形式，轻内容。
&lsquo;人性&rsquo;，去了社会的&lsquo;人&rsquo;，就变成了&lsquo;性&rsquo;。
不回归现实，只坐在家里，创作的源泉自然会枯竭，人们也就不买你的帐。
&rdquo;从俗是一种沉溺，它归根结底是一种功利心在作怪，可是一个只讲物质不立精神的民族是没有
希望的，正如郁达夫在《怀鲁迅》中所说：&ldquo;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
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rdquo;精神诞生于何处？
于是又不得不提到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道义担当与责任担当。
北大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的演讲《丁文江的一生及其评价》所展示的就是一个并不为人知晓更多，而
且产生过争议的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丁文江的求索与追求。
与胡适、张君劢一样，作为自由知识分子，丁文江有自己独立的、清醒的个人意识，并且有着为自己
的钟爱的事业终身躬身投入的干劲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它们是拒绝任何的虚浮与诱惑而脚踏实地进行
自己的行走的。
我们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在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个人行走中被不断加固、凝铸的。
范稳的《一个藏人的成佛史》、林少华的《村上春树在中国的流行及其原因》、江枫的《由拙译谈谈
翻译理论》、欧阳哲生的《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均由自己的写作、翻译和研究出发，
点滴道尽文学的甘苦、文学的愤怒、文学的沉重，但也正因着这些甘苦、愤怒与沉重，文学才成了耐
读的一道风景。
　　《文学的风景》最后一篇是傅光明先生的《文物：现代的神&mdash;&mdash;感受美国博物馆文化
》，其中有着很深的寓意，现代文学馆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博物馆，假如说那些古代的文物是人们心
中的&ldquo;神&rdquo;，应该献上我们的崇敬、膜拜的话，现代文学馆的&ldquo;神&rdquo;也同样是需
要人们怀着庄重与渴慕去对待，因为这是一种无形的精神雕塑。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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