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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沉浸于李晓东的新作《文苑散录》之
后，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与作者一同漫步在
文学的殿堂之中。这部作品以其丰富的内
容和深刻的见解，不仅让我对中国现当代文
学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更以其独特的视角
和敏锐的洞察力，激发了我对文学深度与广
度的再探索。

理论评论：
新时代文学的构建与思考
在《文苑散录》的“理论评论”部分，李晓

东以其深邃的文学洞察力，为我们描绘了新
时代文学的宏伟蓝图。他不仅对科幻文学
的启示、文学在正确叙写党的历史中的责任
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更为文学批评提供
了新的视角。

在这部分中，李晓东特别强调了文学在
新时代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他认为，文
学不仅要反映时代精神，更要引领社会风
尚，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在《文学要
正确叙写党的革命和建设史》一文中，他指
出文学应如何正确地反映党的历史，既不失
真实性，又具有艺术性。

对于陈玺的小说《欲醒之殇》《塬上》，李
晓东从底层思维及其异化的超越角度进行了
深入分析。他看到了作品中对底层人民生活
的深刻洞察，以及作者试图超越现实困境的
努力。这种分析不仅揭示了作品的深层内
涵，也为我们理解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对何其芳诗歌的论述中，李晓东追溯
了何其芳的诗歌观念及其创作历程，展现了
何其芳诗歌的美学特质和思想深度。而在对
杨少衡的中篇小说《我不认识你》的简评中，
李晓东则呼唤了宽容与放下的智慧，指出了
文学作品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重要作用。此
外，在《救救孩子——鲁迅的儿童教育思想》
一文中，李晓东深入探讨了鲁迅关于儿童教
育的见解，强调了教育对于培养新时代人才

的重要性。而在《文学本性的复归与传统文
学的总结——明中叶复古派论略》中，他则对
文学的传统与创新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曹禺研究：
戏剧艺术的本土化与美学探讨

在《文苑散录》的“曹禺研究”部分，李晓东
以其精湛的学术造诣，深入挖掘了曹禺戏剧在
中国现代戏剧本土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独
特贡献。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和理论探讨，为
我们揭示了曹禺戏剧的经典性和时代价值。

在《曹禺与中国现代戏剧本土化进程》一
文中，李晓东探讨了曹禺如何将西方戏剧形
式与中国传统戏剧元素相结合，创造出具有
中国特色的现代戏剧。他指出，曹禺的戏剧
不仅在形式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叙事特
点，更在内容上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
问题，展现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本土化特征。

对《雷雨》的分析则更为深入。在《雷
雨》人物姓名研究中，李晓东通过对人物姓
名的深入剖析，揭示了曹禺在人物塑造上的
巧妙用心。他认为，人物的姓名不仅与他们
的性格和命运紧密相关，更在一定程度上暗
示了作品的主题和深层含义。

在《论＜雷雨＞的“误读”》一文中，作者
则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雷雨》在
不同时期的接受和解读情况。他指出，不同
时代的读者和观众对《雷雨》有着不同的理
解和评价，这种“误读”实际上是文学作品生
命力的体现，也是文学批评的多元性所在。

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北京人》的喜剧性
分析。在《能指与所指的悖谬——从语义学
角度看＜北京人＞的喜剧性》一文中，李晓
东运用语义学理论，分析了《北京人》中的喜
剧元素和语言游戏。他认为，曹禺在《北京
人》中巧妙地运用了语言的能指和所指，创
造了一种独特的喜剧效果，这种效果不仅令
人发笑，更引人深思。

在《探寻真实与趣味的最佳结合——曹
禺的戏剧美学思想》一文中，李晓东则系统
地阐述了曹禺的戏剧美学思想。他指出，曹
禺追求的是一种真实与趣味相结合的戏剧
艺术，这种艺术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
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

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到李晓东老师
对曹禺戏剧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他的研
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曹禺戏剧的认识，更为中
国现代戏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微小说述评：
文学形式的创新与多样性
在《文苑散录》的“微小说述评”篇章中，作

者深入剖析了微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美学特质
和表现力。微小说以其精炼的语言和紧凑的
叙事结构，展现了文学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探讨微小说的艺术特征时，作者强调
了这种形式在传达深刻思想和情感时的独
特优势。微小说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通过
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丰富的人物形象和复杂
的情感纠葛，从而引发读者的深思。

在对申平、戴希、凌鼎年等作家的微小
说作品进行分析时，作者不仅赞赏了他们对
微小说形式的精湛掌握，更指出了这些作品
在反映民族精神、日常生活和历史浪漫等方
面的独到之处。例如，在《民族精神的别样
图谱——申平动物小小说论略》中，作者分
析了申平如何利用动物作为叙事的载体，以
新颖的视角展现民族精神的多样性。

在《日常生活中的笑与泪——评戴希的
微小说》中，作者探讨了戴希如何捕捉日常
生活中的细微情感，通过微小说这一形式表
达人性的温暖和苦涩。戴希的作品以其贴
近生活的细节，展现了微小说在表达人性和
社会现实方面的强大力量。

总体而言，“微小说述评”篇章是对微小
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全面审视，它不仅展现了
微小说的艺术价值，更鼓励了对这一形式的
进一步探索和创新。通过对不同作家作品
的细致解读，作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欣赏

微小说的多维视角。

序言数篇：
文学创作的鼓励与指导
在《文苑散录》的“序言数篇”中，作者通

过为不同作家的作品撰写序言，展现了对文
学创作的深刻理解和对作家的深切关怀。
这些序言不仅是对作品的介绍与分析，更蕴
含了对文学和创作的思考与指导。

在《山沟梦》的序言中，作者将作品比作一
枚乡村政治经济的“邮票”，通过这个独特的视
角，展现了乡村生活的细微之处和社会变迁。
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对作品深层次的理解，也
体现了作者对乡村题材作品价值的重视。

在为《从乡野麦香到国色天香》所作的
序言中，作者鼓励作家将画绘在祖国的大地
上，强调了文学创作应深植于生活，反映人
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这样的序言，既
是对作品的肯定，也是对作家深入生活、提
炼艺术的鼓励。

在《那些年》的序言中，作者以“故乡的
味道”为题，深入探讨了故乡对个人成长和
创作的影响。通过对故乡情感的细腻描绘，
作者展现了文学作品与个人经历紧密相连
的特点，同时也表达了对作家情感真挚、观
察入微的赞赏。

在《月明星稀蝈蝈叫》的序言中，作者称
赞作品为“人生世事的诗意华章”，通过对作
品中诗意生活的描绘，反映了作者对文学创
作应捕捉生活美好瞬间的期望。这样的序
言，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对作品的深入理解，
也激发了读者对生活诗意的追求。

文化阐发：
文学与文化的交融

在《文苑散录》的“文化阐发”篇章中，作
者深入探讨了文学与文化的密切联系，展现
了文学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通
过对传统节日、生态保护、地域文化等多维度
话题的深入分析，作者不仅呈现了文学的多
样性，也表达了对文化深度的尊重和推崇。

在《端午门户插柳考》一文中，作者对端
午节的传统习俗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揭示了
这一习俗背后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渊源。通
过对这一传统节日的现代诠释，作者强调了
文学在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中的重要角色。

在与媒体的对话中，作者提出了“要立
足家乡这枚‘邮票’，把生养之地写深写透”
的观点，鼓励作家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用文
学的方式表达对家乡的深厚情感。这种对
地域文化的重视，体现了文学在记录和传播
地方文化中的独特价值。

在《生态文学——新时代文学的新视角
和新空间》一文中，作者探讨了生态文学的
兴起及其在新时代文学中的地位。他认为，
生态文学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人与自然
关系的视角，为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

《外国人在中国寻梦》一文则从跨文化交
流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体
验和文化碰撞。作者通过这些故事，展示了文
化多样性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在《山西文学》2018年笔会上的发言中，
作者以《我们的山西，我们的文学》为题，分
享了对山西文化和文学传统的认识。他强
调了地方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并呼
吁作家们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作出具
有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

最后，在《向幸福出发》一文中，作者将
视角转向个体的生活体验，探讨了文学如何
帮助人们理解和追求幸福。他认为，文学作
品能够启迪人们的心灵，引导人们思考生活
的意义和价值。

《文苑散录》以其深邃的文学洞察和独到
的批评视角，让我对文学的多维价值有了全
新的认识。李晓东的这部作品不仅是对文学
理论的深入探讨，更是对中国文学现状的一
次深刻反思。它所呈现的文学世界丰富多
彩，充满了力量与魅力，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文
学在探索人类精神世界中的重要作用。

广泛包容，有教无
类，是启蒙教育的基本
原则。

《易经》蒙卦第二爻
爻辞曰：“包蒙吉；纳妇
吉；子克家。”

先 说“ 包 蒙 吉 ”。
“包”是包容的意思，启
蒙 教 育 应 该 具 有 包 容
性、广泛性。由于处于
蒙昧状态的人，都需要
启蒙教育，接受教育又
是人类的共同需求和愿
望，而芸芸众生，资质不
同，所以启蒙教育应当
包容广泛。

再说“纳妇吉”。娶
一个贤妻良母，也是大
吉大利的。为人之母对
子女的启蒙教育尤为重
要。“子克家”，克者能
也。儿子所以能够成家
立业，从修身、齐家到治
国、平天下，母亲的启蒙
教育最早、最关键。如
果这个妇人有修养，有
内功，有涵养，有气质，
有学识，从胎教开始，哺
乳期，以至以后的日常
生活潜移默化地对孩子
的陶冶、启蒙、教育，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所
以孔子象辞强调说，“子克家，刚柔节也。”要
想使孩子有才干，有学识，刚柔节制，智勇有
度，能成家立业以至治国平天下，家庭伦理教
育至关重要。家庭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
其启蒙教育的广泛性包括每一个家庭，其包
纳之广，包兼昏明、强弱、智愚、贫富等等。可
容天下之蒙味，方尽得设教之量；能造就天下
之才，方尽得设教之心。

“包蒙吉”三个字，衍生出“有教无类”的
社会教育大主题。

《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在
教育对象问题上，孔子明确提出了“有教无
类”的思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民
族，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的
三千弟子则是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
楚等不同国家，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
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

“包蒙吉”“有教无类”思想的实践，扩大
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全社会成
员素质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教
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体现了朴素
的教育平等精神。平等是教育制度、考试制
度、教学授业和教师言行必须遵循的道德准
则，是一个国家教育兴旺的基因。“有教无类”
不仅是教学的指导思想，而且是招生、选拔优
秀学生不容背弃的规则。孔子告诉人们，无
论是笨拙或聪明的、富人家或穷人家的、农村
或城市的孩子，都应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享受平等的学习、深造条件。贯彻这一教育
平等原则，是国家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和广出
人才的根本保证，也是坚持教育道德的基本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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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多重维度
——读作家李晓东新作《文苑散录》

□ 闫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