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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厚幽宽厚幽默的大师兄李希凡默的大师兄李希凡
————马瑞芳致翟泰马瑞芳致翟泰丰同志信丰同志信

泰丰同志：
2018年10月29日，著名文艺理论家、红学家，中国

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李希

凡不幸病逝，享年91岁。

泰丰同志，李希凡是我们的好朋友，还是我同校同

系的大师兄，他的走引起我不尽的回忆。

2010 年北京电视台编导打电话，邀我参加新版

《红楼梦》电视剧全国首映式。我回答：已给你台做数

集《红楼梦》节目，跟李少红导演做过对话节目，首映就

不去了。

编导说：难道跟李希凡、冯其庸、张庆善做谈话节目

也谢绝？

我一听，跟李希凡大师兄同台，求之不得，哪敢不

去？何况还有冯先生！两位先生德高望重，多年对我

提携有加。庆善是中国红学会现任会长，对我亦多有

帮助。

北京电视台安排李希凡携“林黛玉”、我跟“贾宝玉”

走红毯。接着拍谈话节目专家出场，84岁高龄的李希

凡刚迈出台口就摔了一跤，脸上青了一块，敷冰袋后上

场侃侃而谈。新版《红楼梦》电视剧虽受观众诟病，但在

冯、李二位红学泰斗眼中，因忠于原著，可施以援手。

我叫李希凡“大师兄”，其实我读中学时他是我的心

中偶像。

1960年我考大学，三哥苦口婆心劝阻我考中文系，

认为没前途。但我自幼喜欢文学，立志考山东大学中文

系，因为那里有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还

出了毛主席命名的“小人物”。“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红

楼梦》研究开创了用唯物史观研究古代文学的先河。

1980年首届蒲松龄研讨会，我第一次见李希凡、蓝

翎。我参会带去一篇散文，拟题《万花筒中看老九》，请

他们指教。李希凡在饭桌上坦率谈话：

“你写成仿吾校长对学生严格要求，有什么必要涉

及他和鲁迅先生不和的事？成老新中国成立后对外

宾说鲁迅搞宗派主义，这样说不对，你替成老辩护，会

引起争论。写散文何必对没深入研究的事乱发议

论？这样做使问题弄不清，稿子在报刊通不过。你文

笔很好，但字句过于尖刻，不要在无济于事的句子上

惹人不满。”

我刚起步写散文，如何把握文章分寸没准星，听了

这番话，茅塞顿开。

他又说：“你写冯（沅君）先生似乎小气，实际她必要

时很大方。我给你补充个细节：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姐

夫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组织上送他去解放区。我正在旁

听冯先生的课，姐夫走了，我和姐姐生活困难。冯先生

和陆先生送来20块大洋说：帮点儿小小的忙。那可绝

对不是小忙！还有，童书业老师这段，你写他不修边幅，

我不大喜欢。蓝翎也看了，跟我一样看法。”

李希凡的姐夫是著名历史学家赵纪彬。李希凡20

岁前一边帮他查资料、抄文章，一边旁听陆侃如、冯沅君

等老师的课。1954年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关于

〈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北京报刊碰壁，投稿《文史哲》，

经华岗、杨向奎、陆侃如、冯沅君等编委讨论后发表。不

久，这篇文章引起毛主席重视。

我写篇4000字散文，被当代大批评家劈头盖脸找

出这么多毛病！有点儿脸上挂不住，犹疑地问：“您觉得

我还可以写点儿什么吗？”

“可以。你文思敏捷，可以继续写。但要注意：一是

不要用杂文手法写散文，要尽量用形象东西反映事物，

不要急于把你的看法塞给读者；二是，你文笔虽好，切记

不可以文害意；还有，文章题目得改。你写知识分子奉

献精神的严肃主题，题目不要这样开玩笑。”他接着说起

我提供大会的论文，“你的词还不少，但以后要尽量写得

朴实，当然朴实并非不要艺术性。”

李希凡回到北京，马上把我的《鬼狐史与青云路》发

表在《人民日报》刊物《战地》（次年更名《大地》）上，亲自

加编者按。经过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散文，修改后以

《名士风采录》为题，隔一期发出。童书业教授那段，我

坚持保留，得到容忍。

李希凡寄样刊时附信：“我希望你搞‘教授文学’，因

为生活就在你脚下。”

李希凡虽提携后学，但对文章要求严格。我寄他又

一“教授散文”，受到毫不客气的批评：“此篇似不佳，大

学长只好退稿，不佳处在于太零散，虽然散文可写几个

镜头，但也还要写出主要东西。写人几笔给人留下较深

印象。此篇闲笔太多。好在人就在你身边，观察观察，

重写！”不久，我写留学生的散文得李希凡青睐，认为我

写校园文学在学生写老师之外多个新领域：老师写特殊

学生。接着，袁鹰主编的散文丛刊来约稿。冯牧主编的

刊物发我写吴富恒校长的报告文学。

人生路很长，关键处只几步。李希凡在我三十几岁

初涉校园文学，写什么、如何写满头雾水的关键时刻，高

明点拨、有力提携。我至今牢记他信中两段话：

“一个作家最怕让别人对自己的作品只说好不说坏。”

“大师兄一辈子没得过文学奖，还不是照样拿笔？”

后来李希凡两次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1999年“新

儒林长篇系列第三部《感受四季》研讨会”；2013年“《红

楼梦风情谭》《金瓶梅风情谭》出版研讨会”。《李希凡文

集》收进两篇分别评我的散文和小说的文章。

1993年我的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问世，虽受

读者欢迎，得到吴富恒、陈荒煤、赵俪生三位80岁高龄、

不同领域权威首肯，学校里却有人“对号入座”。李希凡

写文章有理有力做“典型论”普及，说：“像鲁迅说的：作

家的艺术概括，即使不用某一个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

免和某一个相似。人的生活和心灵也还有规律性的现

象，一部大书写了那么纷繁复杂的生活，必然要有所概

括，这应当得到谅解，而不要以为是对自己的触犯。”大

学长发话，飞短流长很快销声匿迹。

有傲骨而无傲气，平等善意对待晚辈后学，严要求，

真爱护，指点迷津，助力起跑。李希凡有这样的大胸怀、

大气度，源于他自己有大学问、真学问、高境界。

马瑞芳
2018年11月15日

“清丽”的瑞芳：
读了你“清丽”手笔的回忆希凡的文章，甚为感动，

你与希凡的友谊真诚、相亲、互敬、互助，谈笑间幽默之

情跃然纸上，似乎希凡未走，大家亲和如故。

我和希凡长期在京，却鲜有“清丽”文章来往，更少

有幽默舌逗，故人近情远，偶见少语。2014年我们集会

研讨希凡大作文集出版，可谓一次盛会矣，贺敬之、冯其

庸等一大批在京的红学家、作家、诗人以及有关的学者，

均前来致贺，会前大家也仅有一般寒暄。会上的话多，

会外的话少。那天会上，发言可称热烈，贺敬之语言简

短，质量颇高，论点鲜明，支持希凡的马克思唯物史观。

冯其庸也对李希凡作了高度评价。我的发言，不敢与大

家们相提并论，但《光明日报》“国学版”发文后，希凡出

我预料的高兴，当即致信与我“……你对我的评价太高

了。我写的书，多是个人学习体会，仅为提倡读古典作

品，宏扬中国的文化传统，研究中国文化史提供一些线

索……”从他简短的文字中，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到他谦虚

谨慎做人的品格。

对于希凡，知道他甚早，认识他甚晚。在学术问题

上，“大领袖”夸奖“小人物”，全国震撼了，我与大家也就

一起知道了他，面面相识，却是在90年代一次研究文化

人才培养的会上。此外涉他的传闻，我倒常听说，“文

革”期间，我们晋察冀三纵队的一位战友，奉命在《人民

日报》社“支左”，他是负责人，在重组报社新班子会议上

提名，涉及到李希凡，被陈伯达严厉斥责，整个班子名单

被撤消。李希凡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美学的研究者，是

一位颇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在红学领域他勇敢地高举历

史唯物主义的旗帜，独树一帜，创建新论，实在难能可

贵。此外我敬重他，还因为他诚恳憨厚的为人。只要有

机会相见，总似久别的老朋友，格外亲切。

十月廿九日突然传来噩耗，晚间睡倒，清晨未醒人

去，我十月三十晨当即赴家拜见希凡，然而只能拜灵堂了！敬听女儿的介绍，

得知他在离别前曾念叨夫人，睡梦中驾鹤西归，面目宁静而坦然。

希凡一生坦诚作人，创造性作学术，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最后，再敬致“清丽”的瑞芳，祝贺你新版《马式红楼梦》出版。钦佩你建

立了大众红学派，你这套上下两部七十九回的红楼，超越于一百二十回传统

版本，因为你诸多的眉批、注释，可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近当代《刘国龙抄

本红楼》以及现代诸多版本之基本内容熔为一炉，跟着你的论释，读者从书中

走出来，走进了贾府，红楼研究，化作了专家与民众共同的历史任务，历史文

化伴随着亿万民众开创历史的未来。

祝贺新的学术成就，新的奉献。

翟泰丰
2018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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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凡的学术创新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而《李希凡文集》是他生前以七卷四百余万字的功

夫，留给我们的可贵的中国文化发展史料，是他重

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可谓博大精深，评古讲今，体

察万物，卷抒风云。

李希凡的《中国古典小说论丛》是一部立意于

中华民族五千年博大精深思想文化史，精彩地、深

刻地展示中国古典文学的大论著，它论证了中国

古典小说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学价值、时代

价值，是一部生动的、有血有肉的、有灵魂的、有神

气的论述中华文化血脉、中国人精神脊梁的中国

古典文学教科书。读《李希凡文集》，特别是读他的

《中国古典小说论丛》卷，我有三点感受：

第一，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

研究过程中，他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

主义的哲学观。

在红学研究领域，他与蓝翎共同开创了以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唯心主义观点的红学研究的

新阶段，使红学研究跨过“五四”前旧红学研究、

“五四”后新红学研究的两个历史时期，开创了一

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在涉及《三国演义》“尊刘抑曹”这个主题性立

意问题时，李希凡同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参与了上世纪50年代曾经发生的为“曹操翻案”

的一场大争论。曹操究竟是《三国志》作者陈寿所

颂扬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还是罗贯中《三国

演义》所贬斥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当年

甚至有人提出“只有打倒了《三国演义》才能给历

史人物的曹操翻案，杀出一条血路来”。1959年4

月，李希凡同志在这场争论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以认真、严谨、科学的学术态度，查阅研究

了大量史料，陈寿《三国志》、胡应麟《少室山房笔

丛》、章学诚《丙辰札记》、黄摩西《小说小话》，从历

史资料的依据中，全面着眼评价曹操历史上的功

过是非。同时，又读了魏晋南北朝期间的《世说新

语》，唐李商隐的《骄儿诗》、杜牧的《赤壁诗》、宋人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东坡志林》中有两句名

句，“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

唱快”，态度鲜明地表示了尊刘抑曹之情……经过

多方面材料核正，依史证全面评价曹操，又依史证

与文学艺术创作规律，他坚持称《三国演义》是一

部杰出的历史小说。因为它鲜明、形象、生动、深刻

地揭露了在汉末农民黄巾起义军进攻面前，封建

统治阶级内部赤裸裸争权夺利的狰狞面貌，在中

外文学史上少见如此曲折壮观、纷繁错综地把后

汉、三国中一切人、一切情节、一切事件、一切人物

关系（包括兄弟间、婚姻间、朋友间、家庭间……）

都盘根错节地贯穿其中，卷入了一场政治利益集

团之间的惨烈之战争，或走进人物间政治争夺血

淋淋的漩涡之中。这样，在作品里，何为“正统”之

争，就自然作出了本质性的回答，对如何运用历史

唯物主义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提出了鲜明的论

点，同时也就为“尊刘抑曹”的历史由来，作出了具

有说服力的回答。

第二，他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史，以文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的辩

证研究方法，挖掘中国古典小说典型环境、典型人

物、典型形象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力量，弘扬中华民

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

在《三国演义》里刘备、曹操、孙权，以及诸葛

亮、关羽、张飞……诸多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感人

的历史人物形象。我当然很喜欢他们，更尊崇多谋

多智的诸葛亮。但从人物性格与品格、人格上我

最喜欢读的还是关羽。希凡同志在第一卷中，有

一章专论关羽的形象——《〈三国演义〉里的关羽

的形象》（《李希凡文集》第一章第401页）。李希

凡指出：“在《三国演义》里，真正能从‘正面典

型’的意义上，和曹操的形象造成对立情势并受

到人们（有人民也有统治者）尊崇的，应该说是关

羽的形象。”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宁教我负天

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甚至发生了其父至交吕

伯奢一家被他残杀之悲惨事例，与关羽大义凛然

华容道释曹操，两者相对照，何者英雄？何者奸

雄？岂非一目了然。在此希凡还特别引证了《圣叹

外书》的作者把《三国演义》里关羽的形象称为

“三绝”之一，并称关羽“是自古今来名将中第一

人”。当然正如希凡所云：“关羽的形象是一个文

学典型，而并非历史人物传记。”而这个文学典型

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早已被人们奉为心灵中的历

史英雄，奉为义贯千古之至尊。

希凡在我印象中，没写过小说，更没写过长

篇，但他对文学创作的立意、构思、处理情节、人

物、故事之技巧，叙事、描写之巧妙，确颇为熟悉，

论述精当而精准。他还常把小说人物关系和戏曲

人物的亮相、坐白、自报家门相联系，且论得又十

分贴切。在他这里关羽的出场就十分震撼，“温酒

斩华雄”，何等的险中见英豪。当初根本不被袁术

放在眼里的一名马弓手，却不一时“鸾铃响处，马

到军中”，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一个威

震众将的英雄形象，顿时屹立于军帐前。

在《水浒传》里，希凡也强调了梁山好汉，被逼

上梁山“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相貌言语，南北

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从关羽

到梁山好汉，再到杨家将的一系列英雄形象，希凡

在学术论证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优秀文化史上英

雄典型形象的品格、品德、人格。这正是当今社会

上倡导诸子文化可借鉴的、古典文

学作品所讴歌的活生生的艺术形

象，站起来的诸子文化人物精神是

中华优秀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几赴日本，考

察新闻、出版，发现我们的四大经典

名著，在他们那里备受尊崇，以精装

版本多次出版，并以动画、影视等多

媒体传播，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少

年中，广为流传、称道，许多日本朋

友，引证三国人物，可谓精熟于口，

信手拈来。作为中国古代经典名著，在我们的青少

年中，并没有形成读经典之自觉。

第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文学作品典

型人物、典型形象研究中，探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

实的辩证统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辩证统一，

是李希凡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又一重要课题，并获

得显著成果。

李希凡同志在这部大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

哲学观点，以科学严谨的学术作风，对两者关系作

了明确、深刻、生动的论证。希凡同志学术研究的

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严谨作风在他的作品中无处

不见，因而他的学术论说，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在他的论著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历史的真

实，是历史学家凭借文物、史证、史料等真实的资

料根据，科学论证，准确论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

务。而文学家的文学创作则以史实做依据、做背

景，进行艺术创作塑造历史典型环境、典型人物、

典型形象。同时，在创作方法上，还要善于把现实

主义融于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充实现实主义，即谓

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吟咏之

间，吐纳珠玉之声”。要“神与物游”，在创作中才能

吐纳珠玉。

李希凡七部文集，论及了《红楼梦》封建大家

族奢靡衰败的情景，以及贾宝玉对封建传统仕途

的反抗精神；论及了《水浒传》各路英雄被逼上梁

山的壮观情景；论及了《西游记》孙悟空敢于战胜

邪恶之勇，敢于大闹天宫的反抗之搏；论及了《聊

斋志异》中，借妖魔、怪异，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大

小官僚的腐朽丑陋……内容丰硕，论证严谨，是

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珍品大作，同时也是

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难得的古典文学

理论体系的完美论证，弘扬了中华优秀文化的高

尚形象。故此建议文化界、教育界与相关媒体，组

织一次更为广泛的社会性的讨论，社会各界都要

重视并大力提倡和重读中国古典名著，从中汲

取、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让中华民族的

文化血液成为永驻民族精神之精髓，之力臂，之

脊梁。

博大精深博大精深 评古讲今评古讲今
□翟泰丰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铁人王进喜

诞辰95周年，由《文艺报》社、中国石油文联

铁人文学基金会、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分公

司联合主办的“铁人杯”征文活动日前结束，

并由专家评委对收集到的文章进行了集中

阅读评审，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共评出获奖

作品22篇。《石油信仰》（散文）、《其实勘探

之路就是天空的湛蓝》（诗歌）、《大庆记忆》

（诗歌）、《一个人如何成为铁人》（散文）获一

等奖。

本次征文作品以生动的笔触、鲜活的语

言深情地书写了改革开放40年来石油石化

企业发生的巨大变化与石油石化人生活的

巨大改变，抒发了普通石油石化职工对祖

国、企业以及生活的热爱，洋溢着强烈的职

业自豪感，体现了对无私奉献、拼搏奋斗的

“铁人”精神的继承与弘扬，以文学的方式关

注基层生活、聚焦时代精神新的变奏。

征文活动自今年5月启动至10月31日

结束，共历时5个多月，收到全国各地作者

稿件数百篇，经筛选择优，其中22篇在《文

艺报》刊发，42篇发表于《石油文学》杂志。

专家评委由阎三忠、吴义勤、梁鸿鹰、王昆、

李一鸣、何向阳、路小路、吴正斌、徐可、胡

军、张德彬、宋铮担任，获奖作品名单现公布

如下：

一等奖（4篇）
《石油信仰》（散文）第广龙，发表于《文

艺报》。

《其实勘探之路就是天空的湛蓝》（诗

歌）马行，发表于《石油文学》。

《大庆记忆》（诗歌）李学恒，发表于《文

艺报》。

《一个人如何成为铁人》（散文）冯敬兰，

发表于《文艺报》。

二等奖（8篇）

《铁人花》（散文）曹建川，发表于《文艺

报》。

《石油序：岁月里有无尽的诗篇》（诗歌）

殷常青，发表于《文艺报》。

《路被鞋子磨亮》（散文）周蓬桦，发表于

《文艺报》。

《去冷湖寻根》（散文）李玉真，发表于《文

艺报》。

《铁人精神影响了我的大半生》（散文）安

定一，发表于《石油文学》。

《开在布哈拉的玫瑰》（报告文学）纪红

建，发表于《石油文学》。

《哈法亚驰骋铁人之师》（报告文学）李秀

恩，发表于《石油文学》。

《最初的石油》（诗歌）高潮洪，发表于《石

油文学》。

三等奖（10篇）
《石油脊梁》（诗歌）申广志，发表于《文艺

报》。

《石油：化不开的乡愁》（散文）璎宁，发表

于《石油文学》。

《松原笔记》（诗歌）郭志凌，发表于《文艺

报》。

《我的北二十联合站》（诗歌）张海波，发

表于《文艺报》。

《一座油城的地理坐标》（诗歌）刘亚明，

发表于《文艺报》。

《我在曦光中重读一遍大庆》（诗歌）穆

冬，发表于《文艺报》。

《定义》（诗歌）王德新，发表于《文艺报》。

《鸽子牌自行车》（散文）杨秀玲，发表于

《文艺报》。

《桑河园纪事》（散文）康玲玲，发表于《石

油文学》。

《爱上石油的日子》（诗歌）石桂霞，发表

于《文艺报》。

“铁人杯”征文评委会
主 任：
阎三忠：中国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铁人文学基

金会会长

吴义勤：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副主任：
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

王 昆：大庆油田党委副书记、铁人文学基金会

副会长

路小路：石油文联专职副主席、铁人文学基金会

副会长

委 员：
李一鸣：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

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

吴正斌：铁人文学基金会副会长

徐 可：《文艺报》副总编辑

胡 军：《文艺报》副总编辑

张德彬：大庆油田文联副主席

宋 铮：《石油文学》编辑部主任

纪念铁人王进喜诞辰95周年
“铁人杯”征文获奖作品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