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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名作细读》出版以后，受欢迎的程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已经重印了一次，眼下，又告罄了，
趁此再度重印之际，我作了一些调整和补充。
 删节的文章有《一个西方诗人眼中的秋天》、《卑微的纯粹——解读杨新雨的（养母）》、《希腊寓
言和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动物》和《解读贾平凹的（落叶）》。
增补的篇幅是在全书七章之前都增加了“前言”，从宏观美学理论上对全章加以阐明。
　　《无痛之痛是为至痛——解读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写于1992年夏天。
当时我还在美国，从俄亥俄州的托利多市立图书馆中借到一本香港出版的《年度小说选》（好像是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为香港一家报纸写专栏书评，但那时对余华的这篇成名之作感悟不够深刻
。
十多年后，也许是自己水平提高了，也许是写作态度更加严肃了，我重写了《踏上人生的旅途，寻找
精神的“旅店”——读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论述上有了重大变化，篇幅也增加到原来的四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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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建师大孙绍振教授是《语文学习》杂志的老作者，也是全国知名的文学批评家。
在文学批评领域，自成一家，对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课文解读颇有独到之处。
本书收录了孙绍振对中学语文教材经典篇目的赏读分析文章。
这些分析文章深入浅出，既在文学评论领域占有领先地位，对中学语文教师阅读教学具有实践指导意
义，也对中学生阅读具有启发意义。
书中应用的阅读分析方法，就像一种简单好用的工具，方便老师和学生掌握，并推广应用到更大范围
的阅读实践中。
另，本书拟与钱理群《名作重读》重版同时推出，有利于制造更大的市场影响，争取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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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绍振，196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1990年，德国特里尔大学进修，1992年，美国南俄勒冈大学英语
系讲学，1995年香港岭南大学访问研究。
现任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福建省北大校友会副会长。
 
    主要著作有《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文学创作论》《美的结构》《论变异》《当代中国文学的艺
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和情感逻辑》《孙绍振如是说》《挑剔文坛》《文学性讲演录》《名作细读
》《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演说经典之美》《幽默逻辑探秘》《幽默理论基础》《漫话幽默谈吐》
《幽默心理与幽默逻辑》；散文集有《面对陌生人》《灵魂的喜剧》《美女危险论》《满脸苍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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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修订前言之一修订前言之二：答读者问13则自序第一章 在大自然面前的审美心灵变幻　前言：夏天为
什么缺乏诗意经典　春天：九种不同的古典诗情　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杜牧　游园不值（应
怜屐齿印苍苔）／叶绍翁　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宋祁　鹧鸪天·代人赋（陌上柔桑破嫩芽）
／辛弃疾　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杜甫　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贺知章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
员外二首（其一）（天街小雨润如酥）／韩愈　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白居易　祝英台近
·晚春（宝钗分）／辛弃疾　春天：两种不同的现代诗情　春／艾青　初春／王宜振　春天：两种不
同的散文美　解读朱自清的《春》　解读林斤澜的《春风》　秋天：六种不同的古典诗情　山行（远
上寒山石径斜）／杜牧　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范仲淹　苏幕遮（碧云天）／范仲淹　天净沙
·秋思（枯藤老树昏鸦）／马致远　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刘禹锡　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
杜甫　一种秋天的当代诗意　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毛泽东　秋天：一种现代散文美—
—解读郁达夫的《故都的秋》　两种不同的冬天的美　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毛泽东　沁园
春·雪（北国风光）／毛泽东　对自然美的科学阐释——解读贾祖璋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第二章 
艺术家心灵奥秘的多维透视　前言：刹那心灵颤动的审美价值　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
荷塘月色》解读　以《背影》为例谈方法问题　在政治幻想和艺术幻想之间挣扎——解读李白的《下
江陵》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解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解读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　
解读余光中的《当我死时》　踏上人生的旅途，寻找精神的“旅店”——读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第四章 童心、童趣和心灵宝库第五章 亲子之爱的诗意和卑微第六章 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第七章 进入小
说艺术的审美世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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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春天：九种不同的古典诗情　　江南春　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诗看来简单，没有一个字不认得，也没有什么看不懂的。
但是，要说出它的好处来，却不容易。
第一句，“千里莺啼绿映红”，说的不过是长江南岸的春天，鲜花盛开，处处鸟语鸣啭。
问题在于，直接说“处处”，就没有什么诗意，一定要说“千里”。
在诗歌里，数字，是认真不得的。
但是，恰恰有一个人，在这首诗写出来以后几百年，也就是明朝，还是个有一点名气的诗人，对这个
“千里”发出了疑问，此人名叫杨慎。
他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
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
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
”（杨慎《升庵诗话》）这个问题，当时没有人能够回答。
又过了几百年，到了清朝，有一个人叫何文焕，他说：“‘千里莺啼绿映红’云云，此杜牧《江南春
》诗也。
升庵谓‘千’应作‘十’。
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映红’耶？
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听得着、看得见。
”　　这种抬杠，在逻辑上，属于反驳中的导谬术：不直接反驳论点，而是顺着你的论点，推导出一
个荒谬的结论来，从而证明你的论点是错误的。
　　何文焕最后说，杜牧说“千里莺啼绿映红”，不过是说诗人觉得到处都是花香鸟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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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对于中学语文的积弊，他（孙绍振）是英勇的炮手；对于文本分析从操作性系统了了法来说，他
堪称工程师。
　　——谢冕　　辩证法在孙绍振手中是自由的乌。
　　——舒婷　　孙绍振秉持“不泥国粹，不拜洋人”的原创精神，创造了自己独有的研究范式和一
套相当完整的理沦体系，并且从原创的角度质疑规范对于思想的限制　　——谢有顾　　《名作细读
》，是本年度阅读教学研究的最主要成果。
　　——王荣生　　读《名作细读》，让人感兴趣的是孙绍振的阅读理念和解读思路。
⋯⋯他的分析解读，既能牢牢地把握作品的灵魂，又能品赏每一个音符的奇妙，谓之剑胆琴心可也。
　　——王栋生　　《名作细读》的意义超出了重建中学语文教育的范围，其经验理性主义的理论立
场和研究方法为文本分析学科的建设乃至整个汉语文论的建构都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又极为稀缺的方
法论。
　　——《解构孙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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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作品解读，无效的自我愚弄比比皆是。
肤浅的对话、豪华的多媒体包装充斥课堂。
最令人悲观的是，权威的理论与生动丰富的阅读经验长期为敌。
原因在于：第一，权威理论未及与中国阅读经验结合，尚待完善；盲目迷信，生搬硬套，窒息了阅读
的灵性。
第二，在方法上，习惯于从表面到表面的滑行，在作品与现实的统一中团团转，缺乏揭示矛盾进入分
析层次的自觉，这在根本上背离了“分析”的初衷。
目前任务的迫切性在于把文化哲学的分析方法转化为“还原”、“比较”这样可操作的方法，从而把
阅读的鲜活的体悟上升到理性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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