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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听雨南窗》是宗孝祖的第一部诗词集，收录了他创作的格律诗词300首，90%是他近几年写的新作。
这些诗词或气象宏阔、境界深远；或自然清新，流丽洒脱；或婉转缠绵，细腻深挚，有清水芙蓉的明
净利落；大量作品以理性的关照，烛照细致入微的情感世界，凝聚了灵动多姿的生活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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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宗孝祖，男，别署听雨南窗主人，1963年出生，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结业于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
心第十三届研修班。
从事教育教学十余年，曾为兰州市政府秘书、副处长，现就职于兰州市财政局人事处。
在省内外刊物发表诗词散文等文学作品176篇（首），入选多种作品集，获全国和全省征文一、二等
奖7次。

　　宗孝祖现为中国林业书法家协会理事、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兰州市书
法家协会理事。
书法作品获全国绿委、国家林业局、中国林业书协等联办的“共建绿色家园”全国书画展览优秀奖，
入展全国政协资源委、国家林业局、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等部委举办的“关注森林、绿我中华”全国大
型书画展，获首届“和谐杯”全国诗书画摄影作品大展赛一等奖，  “黄山杯”全国书画大赛金奖，  
“全国名家书画展”一等奖，第四届中国书画艺术“华表奖”创作大展赛金奖，入展甘肃省第二届书
法篆刻新人新作展、甘肃省第二届“张芝奖”书法展、“兰州·合肥”书法联展等多次展览。

　　2007年1 0月参加“当代甘肃中青年书法十人提名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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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20世纪文学史格局的形成及其反思相对于西方传统文学艺术的侧重客观再现，中国传统文学
艺术素以追求主客观的统一，而终以偏重主观表现为其基本特征。
中西传统文艺的这种比照，到了20世纪发生了根本变化。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和演变，虽然并不代表现代西方文学思潮的全部，但它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反
叛，对客观再现的背弃和对主观表现的强调，已经对传统文学观念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主观表现因
素的强化造成文学局面的改观早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
与此相反，中国现代新文学，以空前的气势和冲击力，突破了长期以来传统文学屡以“托古改制”为
旗号的诗文革新那种亚节奏性的发展局面，破旧立新，跨越旧轨，其深刻程度和广阔程度是前所未有
的。
它的直接结果之一，是开始从整体上而非局部改变着中国文学以偏重主观表现为特征的文学倾向，形
成以强化客观再现为主要倾向的新的文学风貌。
这是20世纪中西文化融会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中国文学在现代社会这种变化趋向，即使在最一般的现象中，也显示出其合规律的征兆。
具有几千年辉煌历史的、以表意抒情见长的中国古典诗词，被畅晓直白的新诗取代后，后者却再也不
能代替前者继续居于文学殿堂之巅，诗词的文学“正宗”地位，实际已让位于向来被贬为“闲书”的
小说。
这种地位变更的实质，还不仅仅因为新诗本身的成就不及古典诗词而屈居小说之下，而在于以客观再
现现实和叙事为特长的小说，终于在中国新的历史环境中遇到了千载难逢的一显身手的机会。
　　在中国现代，剧烈变革的历史特点对文学提出了种种新的需要和选择，外来文学的影响实际常常
表现为某种“潜力”的解放。
西方话剧这种“舶来品”在中国社会的生根，从一个侧面表明时代的需要和选择的角度。
话剧艺术在20世纪初经留日学生带回中国后，虽一度因它本身的幼稚和后来“文明戏”的堕落，使其
险些夭折。
但是，它又终以模拟客观现实的长处重整旗鼓，并与追求形式美和程式化的中国古典戏曲相抗衡，以
“新”剧的姿态出现来挤小中国传统戏曲舞台，扩大自己的阵地。
话剧的得势，是它本身的综合客观再现现实的艺术特长，适应了中国现代社会的需要与人们审美心理
的变化。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散文小品，历来都举足轻重，占有重要地位；它那撩人情思、余味无穷的艺术
特征和强烈的个性色彩，充分地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学重主观表现的特质。
虽然现代文学仍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丰饶的收获，然而，它似乎时常遇到困扰，不是显得微弱纤巧，
就是成为“小摆设”，数量的丰富仍不能解脱那种生不逢时之感。
相形之下，应运而生的杂文和报告文学，则以对现实的敏锐感应和对生活的真实反映而虎虎有生气。
　　中国文学中不同体裁地位的这种变更，表明文学发展倾向重心的转移，也显示着中国现代人审美
心理的变化。
与传统审美心理所追求的想象重于感知、强调情理和谐不同，中国现代占主导地位的审美倾向是要求
冲破传统的“中和之美”，脱离那种对超现实的高度净化的美的境界的追求，走出所谓“象牙之塔”
，进一步靠近现实，并理性地把握和反映现实。
对于文学来说，追求作品的思想认识内容占着压倒优势，而感觉形式的愉悦因素的追求退居次要地位
，个人情感和审美理想的表达也侧重通过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来实现。
　　中国现代文学客观再现的强化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更是有目共睹的。
这种“强化”，不仅表现在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作为文学发展标志的作品，绝大多数以侧重客
观再现为特点，而且表现在，这类作品在再现中国现代社会重大事件和描绘历史面貌方面，在勾勒和
反映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方面，就其广阔程度和及时性而言，就其提供的客观内容和认识价值而言，是
中国文学史上以往任何30年都无法比拟的，它们构成了现代文学创作面貌的最为重要的部分。
这种“强化”，也不仅表现在侧重客观再现倾向的作家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实力最为强大的创作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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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表现在许多重要作家（如郭沫若、巴金、丁玲、郁达夫、田汉、戴望舒等）的创作思想，呈现
着日臻向现实、客观方面变化的趋势。
这种“强化”，还不仅表现在，客观“再现”生活真实成为文学的重要价值标准，而且往往把寻求真
实再现的方法技巧，作为艺术追求的具体目标。
　　中国现代文学客观再现的强化，特别集中而又直接地表现在现代文艺理论的总体特点上。
从新文学运动发轫，经二三十年代，到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家，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茅盾、瞿秋白、郭沫
若、钱杏、成仿吾、周扬、冯雪峰、胡风等等，尽管他们：的理论主张相互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其
中有些人的观点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和较大变化（如郭沫若、周作人），但除少数例外（如周作：
人），他们的文学理论观点在总体特征上，最终都是强调文学对生活的反映，强调客观再现，并尊崇
现实主义。
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理论核心的一致性及其演化发展，是中国现代文学形成“文学是生活的形象反
映”的基本观点，并把它看作文学定义的重要原因。
与文艺理论观念的这种特征互为表里，在文艺理论术语的运用上，诸如“形象”、“真实”、“典型
”、“环境”、“反映”、“再现”等欧洲文学史上常用的概念，取代了中国传统文论中诸如“情景
”、“情理”、“意境”、“意：象”、“写意”、“达情”等等概念，以及“言不尽意”、“气韵
生动”、“以形写神”、“虚实相生”等传统美学原则。
这是中国文艺理论“革新”的表现，也是文艺理论发生整体变易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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