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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柳鸣九　　深圳海天出版社似乎颇有点“散文随笔情结”，前几年，他们请季羡林先生主编了一
套“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丛书，效果甚好。
于是，他们再接再厉，去年又策划出新的书系“世界散文八大家”。
可惜此时季老先生已经仙逝，他们只好等求其次，请柳某出面张罗。
此“世界八大家”，召集实不易，飘洋过海，总算陆续抵岸。
但书系尚未全部竣工之际，海天又策划了一套新的文丛，以现今健在的著名文化人的散文随笔为内容
。
大概是因为柳某与海天已有一次愉快的合作，自己也常写点散文随笔，又身居“人杰地灵”的北京，
便于“以文会友”，于是，海天又要柳某出面张罗。
这便是这套书系产生的来由。
　　什么是散文随笔？
前几年，一位被尊为大师的权威人士曾斩钉截铁地谓之为“写身边琐事”。
我曾努力去领悟其要义，但就自己有限的文化见识，总觉得这个定义似乎不大靠谱。
就“身边”而言，散文随笔的确多写与自己有关的人或事，但远离自己的人与事入文而成经典散文者
实不胜枚举；就“琐事”而言，散文随笔写人写事确讲究具体而微，知微见著，以小见大。
但以经国大业，社稷宏观，高妙艺文，深奥哲理为内容的名篇也常见于青史。
不难看出，对于散文随笔而言，“题材不是问题”，任何事物皆可人散文，凡心智所能触及的范围与
对象，无一不可成就散文也。
故此，窃以为个人心智倒是散文的核心成份。
那么，究竟何谓散文呢？
散文的基本要素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用定义式的语言来说，散文就是自我心智以比较坦直的方式呈现于一定文学形式中，而自我心智
者，或为较隽永深刻的自我知性，或为较深在真挚的自我感情。
说白了，如果是思想见解，当非人云亦云，而多少要有点独特性，多少要有点嚼头与回味；如果是情
感心绪，那就必须是真实的、自然的、本色的、率性的，而要少一些矫饰，少一些虚假，少一些夸张
。
是的，尽可能少一些，如果不能完全杜绝的话。
诗歌中常有的那种提升的、强化的、扩大的感情似乎入散文不宜，还是让它得其所呆在诗歌里吧。
至于“一定的语言文学形式”，不外意味着两点，一是非韵文的，这是散文有别于诗歌的最明显的标
志；二是要有一定的修饰技巧，一定的艺术化，这则是散文随笔不同于公文告示、法律条文、科普说
明以及各种“大白话”的重要标志。
　　这便是我所理解的散文随笔。
我在自己的学术专业之外也经常写一些散文随笔，就是按照自己以上的理解来“炮制”的。
今天，我被委以主编重任，也是按照自己以上的理解来操作的，至于我在自己的散文随笔中是否完全
实践了自己的理念，是否达到自己的理念，在这次主编工作中是否有不合理、不人情的要求与安排，
那就很难说了。
呜呼，知与行的脱节与矛盾，人的永恒悲剧也。
　　出版社策划这个书系的时候，规定约稿对象为当今的文化名家。
当今的文化名家种类何其多也：有在荧屏上煽情与讲道的主持人，有靠摆Pose与哭功而大富特富的影
视大腕，有靠搞笑与搞怪的演艺奇才⋯⋯人人都在写散文随笔，这大有成为当今散文随笔的主旋律之
势。
但按我个人的理解，这里所讲的文化名家不外是两种人，即具有作家文笔的著名学者与具有学者底蕴
的著名作家，这两者的所长正是我对何为散文理解中所谓的“心智”这一大成份。
由于我自己的圈子所限，这一辑的约稿对象全是上述的第二种人，即具有作家文笔的著名学者，而且
基本上都是弄西学的学者或游学国外多年的学者，多散发出一点“洋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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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写散文似乎有点“不务正业”，有点越界，侵入了文学家地盘。
但对于学者来说，特别是对人文学者来说，却完全是性之所致，是一种必然。
他本来就有人文关怀、人文视角、人文感情，这种心智状态、心智功能，一触及世间万物，就莫不碰
撞出火花。
只要有一点舞文弄墨的兴趣、冲动与技能，自然而然就可以产生出有点意思的散文随笔了。
虽说舞文弄墨也是一种专门技能，需要培养与操练，但对于弄西学的人文学者来说，整天在世界文库
里打滚，耳濡目染，这点技能是可以无师自通的。
况且，人文学者于散文更有自己的优势，毕竟，他的知性是向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敞开的，他的目光
是向全世界各种事物投射的。
其散文随笔的题材，自是更为丰富多样，投射观察的目光自是更为开阔高远。
而得益于世界各种精神文化的滋养，其可调配的颜色自是更为丰富多彩：说不定，也许我们这个时代
有意思的散文随笔正是出自学者笔下呢，学者散文实不容当代文学史家忽视也⋯⋯　　不能再说下去
了，再说下去就会变成“王婆卖瓜”啦，不过，我还是相信，这一辑学者散文也许能给文化读者多多
少少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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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文学者的知性是向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敞开的，他们的目光是向全世界各种事物投射的。
其散文随笔的题材，自是更为丰富多样，投射观察的目光自是更为开阔高远。

《信步闲庭》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叶廷芳的散文作品集。
《信步闲庭》精选了他的散文和随笔，展示了他在文学上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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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廷芳，研究员、博导，1936年生于浙江省衢州市，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
，1964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工作至今。
　　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出版著作主要有《卡夫卡全集》《外国经典名著选》《外国百篇经典散文》《德语国家散文选》《世
界名家随笔金库》等几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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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莱茵河的审美盛宴　　20余年前的一个秋日，第一次乘火车从斯图加特去波恩，听说这趟不到三
小时的旅程，将近两小时是沿着莱茵河走的，这使我喜出望外。
国内的大江大河，如旖旎秀丽的钱塘江富春江我看过了，雄奇险峻的长江三峡，黄河三门峡、刘家峡
我也看过了，只是这莱茵河的名字从中学起就不断叠印在我的脑子里，迄今仍是一个梦景，或者说一
种奢望，如今终于能如愿以偿啦。
　　当火车一挤出城市的“水泥森林”，就径直在田野和丘陵中穿行，融入了人的智慧和血汗的大自
然的状貌和色彩格外诱人，使我很快进入了梦一般的境界而忘记了前面还要与莱茵女神首次会面的激
动人心的时刻。
　　不知转了多少道弯，换了多少个景，列车终于拐了结束阶段性旅程的一个弯，右前方突然出现一
片开阔的盆地，只见鳞次栉比的房舍间，三两座现代高楼与几座教堂尖塔在争夺城市天际线，一条滔
滔大河为这座幸运的城市镶了一道浅蓝色的边，然后在我们的脚底下转了一个90度的弯，就领着我们
的列车沿着一条巨大的峡谷径直向前而去。
只见河上各种船只——运客的，载货的，捕鱼的⋯⋯往返穿梭。
正当我的视线被这如画的江面所牵动的时候，对面陡峭的悬崖上突现一座巍峨的古堡！
它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这莫非就是书中常读到的中世纪骑士古堡，抑或是作为防御工事的军事碉堡
，再不就是作为权势者偶尔一用的猎宫、行宫？
或者⋯⋯还没等我猜完，又一座古堡出现了，不久是第三座、第四座⋯⋯它们一座座依山而建，凭险
屹立，风格不一；有的已成废墟，有的局部完好，有的好像已经维修过。
它们像“拉洋片”似的一个个闯进我的眼帘，又很快地消失在身后。
但心中被它们激起的一个个兴奋的浪花却堆积起来，用“美不胜收’’来形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后来知道，莱茵河上的古堡仅从小镇平根到小城科普伦茨这不到一个小时火车行程的河段就有60来座
！
可谓琳琅满目，争奇斗艳。
这些建筑物作为“石头的史诗”，它们是历史的见证；作为造型艺术的一种，它们是审美的载体；作
为一个时代的风习，它们是文化的表征。
如今，它们作为宝贵的文物，就像璀璨的宝石镶嵌在千山万崖之间。
若把莱茵河比作一位雍容端庄的贵妇，那么它们便是她身上闪烁的头饰了。
每到夜晚，它们的实体隐去了，灯光描绘出了它们的轮廓，你分不清是天女散花，还是焰火腾空。
无怪乎它们激起19世纪初欧洲浪漫派特别是德国浪漫派那么大的兴趣，成了他们笔下描绘、吟颂、变
奏不尽的题材。
拜伦、雪莱、雨果、海涅、F·施莱格尔、布伦塔诺⋯⋯都成了莱茵河中段这位“美妇人”的发现者
和钟情者。
雪莱的名作《莱茵河畔的法兰克斯坦》、海涅的名诗《萝蕤莱》、F·施来格尔的名文《莱茵行》、
布伦塔诺的佳作《重返莱茵》等等都是他们的“情书”和经典名篇。
后来人们干脆把莱茵河“华彩河段”的发现“专利权”让给了浪漫派作家们，称这一河段为“浪漫走
廊”。
后来我每次经过这里，都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浪漫派作家们为我们留下的这份珍贵的美学遗产：将他们
的文与眼前的景融汇一起，尽情享受一顿丰盛的审美会餐。
　　然而，要“尽情享受”，火车岂不太快了？
好在现代旅游业可以满足旅游者的多种需求，专门有游轮为游览莱茵河的这一“华彩河段”提供这种
需要。
于是有一年我选了个夏日，从平根乘游轮顺流而下，站在甲板上不仅可以全方位地尽情观赏左右两岸
的旖旎风光，特别是上述建筑物的正面和侧面，还可以仔细考察一下造成这一河段古堡集中的原因，
也就是大自然如何塑造了这几十公里特殊的山形地貌，刻画出这一河段蜿蜒多姿的“曲线美”。
因为正是河的美才吸引了那么多人竞相上山“筑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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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经历了轮游行程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幕：与“萝蕤莱”的相识。
那是一座巨岩峭壁。
当轮船向它驶近的时候，它像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挡在我们的面前。
就是这座高达139米的庞然大物迫使莱茵河向一边夺路而逃，并来了一个90度的急转弯，从而造成那位
传说中的渔夫因被岩顶上一位美女的歌声听得入了迷而触岩丧命的悲惨故事，也带来了刚才提及的海
涅那首美丽诗篇和根据这诗篇而产生的300余首歌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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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叶廷芳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信步闲庭：叶廷芳散文随笔精选》精选了他的散文和随笔，分为“信步闲庭”、“故乡遗梦”、“
精神守望”三辑，展示了他在文学上的才华，是一本了解叶廷芳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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