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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走文坛》所收数十篇文艺随笔，广及诗文、小说、戏曲等领域，虽是短章札记，兴意闲读，
但始终脱离不了文学艺术的审美。
阅读、感悟、审美体验构成了文学书写初始生涯的基本坐标。
这些文艺随笔的书写正是笔者对潜心阅读，触类旁通，探微美的规律，丰富经验性审美体晤的一种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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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士余，1945年9月出生，浙江镇海人。
资深出版人，文学评论家。
曾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兼　　《书
城》杂志总编辑，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委、副总编辑。
现任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名人协会常务理事。
治学三十余年，注重感性审美经验与形而上思考的结合，探究中国小说叙事与中国文化图式的思维同
构规律，言说自成一家，开拓了中国小说美学研究的新路径，为汉语学界认同。
出版学术著作有《中国小说美学论稿》、《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学叙事》、《小说形象新论》、《中国
文化与小说思维》、《文学，现代人的思考》，学术随笔《守望理性》、《边缘阅读》等。
生平及事迹先后列入《中国新文学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英文版）、《中国古典文学研
究家辞典》（韩文版）、《世界名人录》（香港版），1999年获“世界文化名人奖”（香港），2006
年获上海出版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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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文坛闲话成败英雄论说“存异”撑开慧眼·剜肉生疮——诗评二题多为文坛新秀写序想起了夏绿蒂
弹词·女排·文学配戏有感于书场放电影流派要立足于“流”“戏改”：从“懂”做起重树新时期文
学精神艺文杂谭触类旁通学白描漫话曲笔闲笔不闲未成曲调先有情张飞不鲁莽托梦、说梦及其他从“
池塘生春草”说开去丑角不丑平淡显深刻捕捉生活的美工于发端善于节制留些“艺术空白”妙在借题
铸新意敷彩着色小议《画竹歌》与诗评论闲话“红学诗”李白不题诗与郑板桥弃旧作转益多师诗要有
格哲理入诗诗要讲点章法诗情·诗艺·诗人诗情·构思·魅力诗意·深度·鼓点小说要讲究构思立意
在于异营构小说意境选择最佳角度炼字悬念的力量经典欣赏蒲松龄《山市》的写景艺术刘基《卖柑者
言》的文学议论杨朔《雪浪花》的意境熔炼秦牧《花城》的意境营造郭小川《秋歌》的诗情施耐庵《
水浒·画虎》的绘形艺术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的心理描写姚雪垠《李自成-石门谷平乱》的情节戏
剧性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谐角造型劳森《他母亲的伙伴》的艺术构思莫拉维亚《女明星》的主
题叙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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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成败英雄论　　莫泊桑成为法国小说巨匠之前，曾是个失败者。
漫长的十年学诗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荣誉。
　　《莫泊桑传》记述了这样的故事：　　少年莫泊桑度过了文学的启蒙期。
他希冀名师的指点，祈望进入诗歌的殿堂。
1869年的圣查里曼节，19岁的莫泊桑在导师福楼拜和诗人布朗面前兴奋地朗读了他的处女作：当　　
我十三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偶尔睡在仓房角落里/一阵奇异的声响把我吵醒/只是仆人仰面躺在草堆上/
把我家女佣紧紧搂在怀里。
　　初涉文学的满腔热情和乞求褒扬的期待却换来了一阵调侃的笑声。
布朗批评这诗就“像一块牛蹄筋”，没有意境。
诗，没有提炼，就会失去艺术的翅膀。
倒是福楼拜不愿泼冷水，坦率而诚恳地指点迷津，鼓励创作热情。
之后的几年里，莫泊桑几乎无一日没有诗作。
遗憾的是，没有一首诗是成功的。
　　母亲洛尔要确定儿子是否有诗人的天赋，便致信老友福楼拜，恳请他对儿子的诗艺生涯作个论断
，信中还留下令人沮丧的打算：　　“如果您说‘不行’，我们就送他去做假发。
”　　福楼拜没有论断。
他虽然不欣赏弟子的诗作，但始终以足够的耐心为之分析，指点如何磨砺对生活的观察力，讲解诗歌
的比喻艺术，提示意境的独创性。
他坚持这样的原则：在确信莫泊桑缺乏诗才之前，不轻率出示“此路不通”的红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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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走文坛》收录了吴士余先生从1970年代末至今所发表的一些代表作品。
他的作品多采用一边阅读，一边欣赏；一边分析，一边议论的文学批评方式，他的批评方式是属于那
种细读型的、鉴赏型的。
他对很多文学作品有兴趣，这种兴趣主要不是来自于理论研究，而是鉴赏和爱好。
对某部作品中的精彩段落或某个人物细节出神入化的刻画，他一旦读到，便会情不自禁地欢呼喝彩。
作为旁观者，相信你也会被他书中的欢悦情绪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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