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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故乡湟水岸边的鲁萨尔小镇有一处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在深冬腊月零下二十几度的高原荒寒中
，几十位僧人就在寺内某个封闭湿冷的庙宇里创作巨幅酥油花。
酥油极易融化，僧人们必须将手一边浸泡在冰水里一边用秘不外传的精湛技艺捏制，历时两个多月只
为正月十五晚上酥油花展览圣光一现的华美，哪怕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此后一生身体的疮痛乃至残疾。
我想只有对艺术和宗教的无上虔诚和纯粹的信仰才能使他们如此专注如此忘我，而我心目中的伟大作
品也将是这样一类将生命、心灵和信仰彻底融化在自己创作中的艺术品，无论这一作品是具体艺术形
态或是生命个体本身。
在这种审美选择中，一直把文学当做人生百态的一种底色，那么，个体的人在特定的历史境遇和文化
意义所构成的底色中如何完成自己的生命历程，则成为每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所无法回避却永远没有
终极答案的思考。
此间，“京派”文人群体激发了我们对责任担当、人性自由等一系列问题的关注，并由此将视角落到
生命意义和个人意识这两块人文主义价值基石之上。
在二十世纪，“京派”文人曾经是光辉而纯粹的真实存在，他们大多出生于世纪转型时期，也可以说
是最后一批同时接受相对完整的传统教育和西洋文化的知识分子群体，即使他们朴实而高贵的生命也
随历史的长河共同消逝了，即使他们的存在曾被特殊年代的集体意识和愚昧狂欢所伤害或淹没。
可以说，他们超越了他们的时代。
当今天他们再次被推向历史前台，在那些被时光敲碎的镜片中逐一感受他们人性的光芒，并以怀念的
姿态恢复他们存在过的只鳞片羽，也会让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深夜独自面对他们时黯然泪落，让喧嚣年
代躁动的灵魂得到最大程度的抚慰和鼓励——他们生命个体本身的卓越和他们群体之间高山流水相濡
以沫的关联也许将成为后人永远神往却无法企及的佳话。
阳光曾经或者正在穿透冬日晴雪洒在因希望而不再苍老的世界。
在已经逝去的理性和情感中，这本书只是试图简单而清晰地描述几位主要“京派”文人个体生命历程
的轮廓以及他们之间润物无声生死契阔的交往，并竭力梳理走过二十世纪支离破碎的记忆现场的一些
点滴思索，以期主流外某种真正属于人类的纯粹不再被扭曲，不再被遗忘。
但愿这一许兰草就这样在我们的生命里宁静澹然而旁若无人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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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李生滨先生十余年批评研读“京派”文学和“京派”文人，体贴入微地赞叹说
：“冲淡平和不掩人性的光芒，拘谨狭小不伤做人的本分。
”　　在这《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里，你会找到许多性情美好的人，他（她）们经历过曲折，
但他（她）们的人生收获却五彩斑斓。
《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以翔实的资料和大量珍贵的照片向读者展示了全新的“京派”文人及“
京派”文人的艺术魅力。
　　“知识同权力，我愿意选择知识⋯⋯”这不仅是沈从文的人生信条，也可以说是所有“京派”文
人的追求。
　　“京派”文人最隐蔽却最应该厘清的一个特征，虽然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凝聚，但“京
派”文人圈子具有更强烈的超功利的文化自觉，表现为艺术独立和纯文学的批评立场。
　　“京派”文人与作家，最后留存星云内核的，是一些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或倾向自由主义民主立
场的现代知识分子。
　　“京派”文人与批评家所肯定、欣赏和提携的作家、学生、诗人，大多具有古典倾向和乡土特色
，但因为追求文学的独立和纯粹，又深深地浸染着现代主义的艺术色彩。
　　也就是说，他们在最大限度地认同西方现代人文精神的同时，却又深情地怀恋并探究着民族的历
史和文化，在古典的文化长廊里发掘具有现代价值的审美资源和人文精神。
他们的成就和丰富，也源于此；他们永远的魅力和意义，也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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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生滨1966年9月生，青海湟水人，祖籍天津。
本科、硕士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文学博士。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郭沫若研究会、鲁迅研究会、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会员；宁夏作协会员，《黄河文学》特约批评理事。
先后求学于古城西安、上海复旦，游学于山东、四川、河南，访学于北京、英国，现为河南大学文学
院(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近现代文学方向博士后。
近年发表学术论文四十多篇，有专著《雕虫问学集》行世。
正在承担完成国家、省级、学校重点和学校教改科研项目各一项。
近年来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批评研究，崇尚审美批评的“性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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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文主义思潮和“京派”文人圈子从胡适、周作人等先驱有关文学改良的主张和新文学内容的
理论阐发，我们可以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并向现代开放的新启蒙思想和新人文精神，可以寻绎
中国启蒙思潮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聚散分化的流变轨迹，以及每个人在时代峻急和民族危机的现实生
活里不同的人生历程、精神操守和文化选择。
从晚清一五四译介西方文化和文艺思潮发端的现代文学，在开放的意义上走向多元郁勃的直接力量，
可以说主要来自人文主义思潮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各种论争和这种论争带来的相互促进。
从“新月”到“京派”，我们可以部分考察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二三十年代的具体活动和
人际关系；进而批评讨论在现代性发生的文化启蒙与建设时期，特别是现代人文思潮和自由思想衍生
发展的起伏中，他们所做的努力和显现的群体力量。
30年代的“京派”与“海派”之争，说明继鲁迅、叶绍均、郭沫若、郁达夫等新文学作家最初的创作
开拓和20年代新文学社团的群体壮大之后，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艺思想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和繁荣的
阶段。
因此，我们首先要回顾新月社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历史关系，它在“革命文学”和左翼文艺思潮之外形
成五四新文化发展的另一个向度，在与左翼文艺的对峙和论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开拓丰富了现代
文艺思想和各种文学创作。
“京派”文人圈子和“京派”文学的历史形态在这样的批评和梳理中也将会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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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京派”文人的文艺主张是人性呵护的审美观照，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出入的王国维集传统文论而成
诗学批评的“境界”说。
我个人崇尚文学批评和作家研究的“性情”说，突出文学创作与欣赏的主体性，强调文学之所以为文
学并发生影响的动态过程，因而有了这本拙朴的著作。
所有观点从个人杂乱的读书中来，没有规范的体例，但已多了学院派的匠气。
希望喜欢读书的人，通过这本书的路径引领，能更多了解性情美好的“京派”文人和作家，欣赏他们
才情丰盈的文学创作。
一直天真地想修一条梅竹掩映的花径，带着喜欢诗歌和读书、有点真性情的年轻人去品评20世纪“京
派”人物的艺术情趣和文化情怀，还有他们五彩缤纷的生命姿态和人生镜像。
而实际上现代文学和现代作家被许多苛求的研究者批评得零碎而枯寂了，我又不顾浅陋，还来献丑，
的确是无法免俗的虚妄举动。
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自己批评阅读和教学谋生的专业，好长一段时间只是停留在一种外在概念的模糊
认识上，近年来重新阅读樊骏先生讨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些文章，再追溯到王瑶、唐瞍等老一辈
学者相关的研究思考，才初步有了一些学科专业的自觉意识。
从郭沫若到鲁迅，从巴金到老舍，从曹禺到李健吾，从沈从文到汪曾祺，从作家研究逐渐深入的文学
史梳理中，许多思考皆逗留于“京派”文学的存在背景和周氏兄弟的文化个性上。
也正是在“京派”文人和作家群的考察研究中，我对五四以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及其文化追求和个性精
神有了相对深刻的感悟理解。
可以说，“京派”文学的多元探讨深化了我对现代文学原态历史风貌的批判认识。
这本书的问世得益于许多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钱理群先生的周作入研究，杨义先生的“京派”“
海派”比较研究，许道明先生有关“京派”文学的才情批评，吴福辉先生有关京派小说选的长序，凌
宇先生用功深厚的沈从文研究等等，不仅资料多有借重，更重要的是学术的启示。
当然，“你是否具有一颗敏于感受人类智慧的心灵，能够领悟那些真知灼见背后跃动的创造激情，把
握学者的人生情怀及其所处时代的个性特点，并作出自己的描述和阐发？
”(钱念孙《朱光潜与中西文化》)则是我最能认同的自省与担忧。
《雕虫问学集》出版后，我想应该修改出我的博士论文《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但没想到朋友的热
情和学生的期待却先催熟了“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阅读随想，仓促成书，粗陋在所难免。
但不论怎样，这样一本洋洋洒洒读书论学的著作问世，不仅要感谢宁夏大学、河南大学的科研部门和
领导，还要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诸位师长。
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宁夏大学人事处、对外交流处的合作选派又使我得以在2006年夏天访学英国，寻访
“京派”文人的部分游踪，开阔了读书问学的文化视野。
当然，没有宁夏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没有戎爱军、贺秀红两位女士的认真负责，也就不会有这本
书的顺利出版。
在最后的成书过程中，自由人工作室的黄萍、杨坤和弟子田燕带给这本书诸多灵秀美好的东西。
承担初稿校订的学生王晓飞、杨青萍、田燕、赵瑾、和侃，还有年轻的朋友倪万军、张攀峰、杨宏等
人皆以他们读书问学的质朴辛劳帮助并激励了我，特别是参加“京派”文学讨论的2006级十三位研究
生都将成为我生命中的永远记忆。
还应感谢宁夏电视台“读书时光”专题节目制作组的高武、张云峰等朋友，他们多次伸进课堂的电视
镜头给了我和我的学生最可贵的鼓励与信心。
如果说《雕虫问学集》是问学路上采集的三十九朵形色不同的花，辑成一束献之于师友、学生和读者
，那么《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是漫长的读书岁月里最自然的沉淀，而且悄悄长成了一棵树，有
近于自然的茂盛和拙扑。
粗陋是自己的，而稍有细致和精彩处则多是其他学者的启发和学生的激发。
比如废名一节，我不得不借助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来奠基，就是“古典倾向”这样
一个合适的词，也是来自师兄武新军修订出版的博士论文《现代性与古典传统——论中国现代文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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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典倾向”》。
参考翻阅的三百多本各种著作，还有相关的许多学术论文，未能在参考文献里一一列出，谨此向所有
的作者、专家致以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所以这本书也是对许道明先生的特别祭奠。
阅读“京派”，我可以正视自己，投身在人海茫茫的大地上，亲情和友情就是我读书做人的生命之根
。
影响我一生的，除了母亲的坚韧、乐观和开朗，或许就是我爷爷的生活态度，不知湟水岸边的亲人、
朋友和老同学们是否理解我对他们的感激，还有夜深人静时的默念。
带着故乡三十年的养育之恩，走出湟水故地，来到十三朝古都西安，在读书的日子里结交了许多朋友
；上海三年，友情波及海内外，结识了许多专业领域读书论学的师长和学友，偶尔能自信地游走于天
南地北，是因为远远近近的朋友在我心里；定居银川，学生多，朋友也多，当然最纯朴的是许多“西
海固”出来的学子和作家，包括个人生活里经常得到帮助的几位俊彦。
今天客居开封，仍然是师友们的关怀安稳着我读书清居的日子。
春花夺苍翠，明月照千山。
想起西安南郊疏影萧萧的梅花，上海复旦院子里火红的山茶，英伦岛上康河里的柔波轻轻荡漾，巴蜀
山水，江南小桥和开封清明上河园里的菊花，一切记忆都那么清雅明丽，永远在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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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李生滨先生十余年批评研读“京派”文学和“京派”文人，体贴入微地赞叹说：“
冲淡平和不掩人性的光芒，拘谨狭小不伤做人的本分。
”在《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里，你会找到许多性情美好的人，他（她）们经历过曲折，但他（
她）们的人生收获却五彩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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