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首部李劼人传记出版
《大河无声》讲述文学大师精彩人生

鲁奖得主石一枫再出新篇《逍遥仙儿》关注育儿“怪现状”

李劼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然而，在很长时间内，国内都没有一本全面描写李劼人
生平的传记。如今，这一空白被《大河无声：李劼人评传》打破。近日，该书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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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翔实文字勾勒李劼人人生经历

李劼人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

翻译家，其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

前》《大波》等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

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乡土与异

域，现代与传统，官场与江湖，学界与商

界，林林总总的人生形态在他的生命中

交汇，形成了奇异的组合，他的文字更是

这些奇异组合生动而深刻的呈现。

《大河无声：李劼人评传》是《李劼人

全集》副主编、国内资深李劼人研究专家
张义奇收集资料并撰写的关于李劼人的
传记作品，以翔实的文字勾勒出李劼人
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文学成就，展示了
作家笔下激荡的时代历史进程和广阔的
社会生活画面。全书以李劼人的生命轨
迹为线索，采取“传”与“评”相结合的方
式，力求为读者提供一个多重身份的文
化巨匠形象。

张义奇是成都人，是李劼人的长期
研究者，担任李劼人研究学会第四届秘书
长。他曾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李劼人
研究论文，又曾任《李劼人全集》副主编，
还撰写过《成都文学志》的“现代”部分。

详析李劼人的作品风格与个性

在张义奇看来，“在中国新文学史
上，李劼人是一位乡土地理意识极强但
同时又具有世界眼光的作家，他的创作

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故土。他的作品内

容都是抒写故乡的事件，叙事语言采用

的也是故乡的方言。从目前所能阅读到

的作品看，除中篇小说《同情》是写在巴

黎患病治疗的经历外，其余都是记述故

乡土地上的人和事。而他选择翻译的法

国文学作品，也是站在一个‘外省人’的

角度去看待的，所以他的译著多选择乡

土气息浓郁的作品，甚至有时直接用四

川方言去对应法文的句子，常常让读者

忍俊不禁。但李劼人是具有国际视野的

作家，他的文字土得掉渣，极具地方性和

民族性，却在精神上始终保持与世界相

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劼人的作品

与北京老舍、湘西沈从文、东北萧红等作

家的作品一样，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座

标志性的文学纪念碑。”

张义奇在书中特别分析了李劼人的

作品风格与其个性和生活环境的关系，

环境因素对作家的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李劼人生活、成长的故乡是成都

平原，俗称川西坝子，这块平原四面环

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不仅

是四川盆地，也是我国西南地区经济最

富庶的地区……生长于天府之国的文

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追求闲适，同时又

不乏创新、创造的文化品质。一方面因

大山阻隔，使蜀地少战乱，文人能够怡然

自得地在其中进行文化创造，因而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天府文化；另一方面，因为

有长江与中原相连，高高的山脉并不能

挡住蜀中文人的视野。走出夔门，他们

能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并紧跟上时代

的步伐。“20世纪的李劼人便乘着从夔门

刮来的西方文明之风，走出了盆地，走向

了世界。”张义奇在书中写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袁琴

自小在北京城长大的作家石一枫

热衷于用小说讲述北京普通民众的日

常生活，他的作品也被评论者称为是北

京“新世情”小说或“新北京味写作”。

他曾凭借中篇《世间已无陈金芳》在

2018年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近日，石一枫的最新小说《逍遥仙

儿》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在北

京一家书店举办了新书发布会。书中围

绕北京三个家庭的育儿征途，呈现出各

家的欢喜哀愁，勾画出一幅当下众生

相。“海淀鸡娃”名满天下，却与“减负”政

策撞个满怀。石一枫塑造了“典型家长”

王大莲与苏雅纹，一起展现了名牌小学

里“家长群的怪现状”。而在经历了自我

体认、自我确证的挣扎之后，人们发现了

返璞归真的温情可能。小说看上去是围

绕三个家庭的教育展开，实际上更大的

主题是对于“人”，对于每个人自我的成

长，尤其是女性自我的成长。

在新书发布会上，石一枫与作家张

悦然、北京四中初中语文教师吴丹丹等

人有一番对谈。谈及创作《逍遥仙儿》这

部跟教育题材有关的小说的契机源头，

石一枫坦言是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开始

的，“我刚开始带着孩子上各种班的时候

就想，我将来有可能写一部跟小朋友教

育有关的小说。过了几年，果然写了这

么一部小说，这是生活赐予我们作家的

经历。《逍遥仙儿》这部小说反映了我一

贯的创作追求：从最新鲜的生活、最贴近

日常的生活里找到创作资源，然后从我

们身边最新发生的事里总结出一点点小

心得，一点点小想法。如果这个想法是

独特的，是有新意的，那么我觉得，这篇

小说就没有白写。”

张悦然在阅读《逍遥仙儿》之后发

现，男主人公是一位观察者，他的身份是

导演，是一个拿着摄影机的人，他在记

录，在用他的视角引导大家看一个关于

教育的影片或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主角

是两个女性，两个母亲。“石一枫的女性

角色都很有特点，比如小说里的王大莲

与苏雅纹，这两个女性的差异很有意思，

但是教育这件事情最可怕的就是要求每

个人都走同样的路，去追求同样的东西，

上同样的辅导班，请同样的老师。当我

们承认这些人这么千奇百怪，这么不同，

但是他们一定要把自己和孩子按在一个

模子里时，我们会看到这个事情背后的

一种荒诞。”张悦然还说，《逍遥仙儿》的

背后有着“石一枫式”的温暖，小说的最

后可以落在一个让人感到慰藉的地方，

人和人最终会找到相同的部分，彼此认

同，彼此谅解。

来自教育一线的吴丹丹，更多关注

到的是学生的成长，“社会上每一点小小

的波澜对学生都有比较大的影响。有时

我们评价一个孩子会用一些特点概括

他，比如活泼、内向等等，但是当看到一

些学生坐在你面前，用大眼睛看着你的

时候，他们是那么单纯，同时又是那么丰

富复杂，我就觉得要把他当成完整的人

看待。每个人都是组成孩子教育环境的

一部分，而教育环境的好坏对孩子的成

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常说内驱

力，内驱力不仅仅是孩子自身的问题，更

重要的是周围各种各样的环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袁琴

《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是我

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名著，备受读者喜爱。

近期刀郎的一首登上热搜的新歌，就取材

于《聊斋志异》的故事《罗刹海市》。这首

歌主要讲述了在一个“以丑为美”的世界

里发生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再次重读聊斋

故事。7月27日，“读经典名著，品百味人

生——‘马瑞芳品读经典名著’系列图书

分享会”在第31届全国图书博览会上举

办，马瑞芳现场解读了“罗刹海市”。

对经典名著进行创新性讲解

央视百家讲坛明星主讲人、著名学

者马瑞芳潜心研究古代文学数十年，深

耕《红楼梦》《聊斋志异》《西游记》等经典

文学名著研究，堪称国内明清文学研究

的权威学者。由新华文轩旗下天地出版

社推出的“马瑞芳品读经典名著”系列图

书，是她面向大众读者对这些经典名著

的创新性讲解——其中包括《马瑞芳品

读聊斋志异》《马瑞芳品读红楼梦》以及

即将出版的《马瑞芳品读西游记》。

活动现场，马瑞芳结合三部经典原

著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细致分析原

著情节、人物情感，挖掘人物的复杂性格

和内心世界，并对原著的写作风格、艺术

创造，以及故事背后的典故进行了详细

讲解，讲解深入浅出、犀利幽默。“罗刹海

市”的故事在《马瑞芳品读聊斋志异》中

也有着详细的讲述和解读。活动中，马

瑞芳介绍，《罗刹海市》这篇故事论思想

和艺术都算《聊斋》代表作。之所以写得

好，是因为里面寄托了深刻的人生感

慨。蒲松龄终生拼搏于科举却不得志，

便借马骥在大罗刹国的遭遇对现实做了

漫画式的强烈抨击。

“大家精讲”助力名著普及

在分享会上，天地出版社社长杨政

谈到，天地出版社近几年一直致力于推

广和普及优秀传统文化，出版了不少叫

好又叫座的传统文化融媒体图书，比如

《王蒙讲孔孟老庄》《张其成讲易经》《齐

善鸿讲道德经》《黄朴民讲孙子兵法》

等。马瑞芳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权威学

者，她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将数十

年的研究成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

普通读者，陆续在音频平台喜马拉雅推

出了“马瑞芳品读经典名著”系列节目，

广受欢迎。依托天地出版社和喜马拉雅

的优势资源，天喜文化邀请到马瑞芳以

音频节目为基础创作了“马瑞芳品读经

典名著”同名系列图书。在推广中华传

统经典名著方面，马瑞芳作出了非常了

不起的贡献。

杨政提到这套书系具有几大鲜明特

点：第一，通俗易懂，是绝佳的原著阅读

辅助读物。第二，书系囊括了马瑞芳数

十年的研究成果。第三，在成书结构与

行文上，不落窠臼。他说：“马老师对经

典的品读，既有对时代背景、故事情节、

人物性格的梳理，也有对文学语言和写

作手法的分析，通俗易懂，读起来也像读

小说一样令人欲罢不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袁琴

学者马瑞芳创新讲解《聊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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