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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内容概要

本书收入余华在《读书》杂志专栏连载的十三篇阅读随笔，以小说家、读者的双重身份对大师经典作
品进行独特解读，精心研究它们的叙事、技巧、激情，既痴迷、激越，又保持冷静的思索。我对那些
伟大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会被它们带走⋯⋯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
独自一个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本书目录
我能否相信自己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
博尔赫斯的现实
契诃夫的等待
山鲁佐德的故事
三岛由纪夫的写作与生活
内心之死
卡夫卡和K
文学和文学史
威廉·福克纳
胡安·鲁尔福
前言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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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作者简介

余华，1960年4月3日出生，浙江海盐人。在文革中读完小学和中学，此后从事过五年牙医。1983年开
始写作，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3卷、中短篇小说集6卷、随笔集3卷。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
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和日文等国外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
文学奖（1998年）、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2年）、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2004
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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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精彩短评

1、受益匪浅，尤其是读完书里谈论过的作品，给人一种新的把玩方式。
2、那天我仔细想了一下。认为自己必须扎根身边的土地，是身世给我一切。想成为余华这样的人。
3、以零七年尚且幼稚的老女人角度来看估计主要是喜欢标题吧，今晚既然提到重新来mark一下
4、总有一些作者咧，可以带领你去认识更加多的作者，比如黄小波让你认识了杜拉斯、卡尔维诺，
余华则让你认识了博尔赫斯、卡夫卡。
5、翻过两次，神奇的是每次读都好像从未读过一样。
6、温暖而又百感交集的旅程
7、一些人说，想要看很多很多书却不知道怎么下手的一个办法就是，看你看的那本书的作者提到了
谁，这样顺着这根线，就可以发现很多很多很好的书。余老师这本书提到了好多好多人，偏巧我又在
看到等待那一篇之后跑去看了等待戈多的戏剧。生活好短好长，我也憧憬十年后的日子，财务自由和
身心自由的日子。他们充满魅力地向我招手，对我say hi ，welcome。像一个唐吉可德，对待工作和生
活。I love life,感谢父母赐予我生命
8、我对伟大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会被它们带走。⋯⋯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
，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9、治疗
10、很喜欢的一个集子。
11、以前读过，今天又读
12、 2012-12-04
13、 
14、说实话并不好看。
15、一位优秀作家心中的优秀作家。
16、作家的读书笔记
17、一个作家的看法。恩，我该补课了⋯⋯三岛由纪夫，博尔赫斯，胡安.鲁尔福⋯⋯
18、仿佛进入余华的阅读私密空间⋯⋯
19、读罢果真百感交集
父与子一集最感人
20、余华的艺术感觉还是很细腻的，作家写作家往往要比批评家写作家好看的多
21、读了几本类似的作家的读书笔记的小书之后，感觉此类书籍没有太多阅读价值。不管怎样妙笔生
花，都是个人阅读体验。
22、噗，这本书应该换一个名字——《余华的读书笔记》_(:з」∠)_
23、短篇很不错，描写的是阅读不同作家的心路历程
24、未完成
25、因为余华看过的书目前基本没看过。。似懂非懂，不明觉厉hhh
26、多么华丽的旅程
27、余华一直是我心中真正的作家！
28、深刻吗？深刻吧。但我读不太懂⋯
29、很棒
30、很多共鸣
31、六七年后再读，觉得那时候的余华颇为浮夸，文字的浓妆艳抹太多了，看似极富表现力，但细思
，也不过是“圆滑”的语言包装罢了。
32、这些作家促成了余华的风格。
33、读书太少 很多文学评论不知所云
34、看法总会过时的，而事实却不会。这几篇文章是得要用心看的，因为作者写的“很用力”。他以
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述说他与文学的故事，二十一岁看的川端康成，二十五岁看的卡夫卡，他说道如果
他是同时遇到这两位大家的话，很有可能他会接受不了，很有可能就不会走上文学的路。
35、“看法总是会过时陈旧，而事实永远不会。”
36、书的大小正好，拿在手上一点都不费力，出门很方便啊~ 201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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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它们将我带走，又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38、很温暖
39、可能是本身对散文的偏爱导致，相对于余华的小说，我一直爱惨了他的散文。我向来喜欢他充斥
着血腥与冷漠的笔，可在他的散文来，我总是能找到治愈我的力量。
40、序写的真棒，超越了序的意义，其他谈文学感受的文字虽然也不错，毕竟余华的东西少了，等我
读过所有作品，再来拜求你的经验。
41、很棒！我们都不应该低估作家的阅读量，余华的思想，广博而深邃。
42、令人叫好的小册子，越发喜欢余华的行文和质感
43、论如何隔空拍马屁 哈哈
44、余华的文论也透着一股聪明劲, 怎么最近的作品就质量下降了呢?
45、超佩服那些对各种名家，典故信手拈来，如数家珍的作家，这不是能写几句无病呻吟的煽情小品
之流所能比拼的。
46、思考
47、通过对比讲述阅读方式，有对比就会有进步。
48、《内心之死》后，《我能否相信自己》？
49、不错。
50、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行走，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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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余华的细腻似乎总是来源于对自身直接的考量和对生活细微的体验。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初
听名字我就涌起浓厚的阅读欲，读后果然让人唏嘘不已。很多时候难理解父辈那般年纪长辈们的所思
所想，可若都如余华这般道来，兴许也不会是什么难事，世间也可能少些憾事。在历史多次重复它自
己的演化中，在浩瀚如星海般变幻着的世界里，好在有这一段段温暖而又百感交集的旅程，能让我相
信我自己。推荐。
2、阅读会带来种种感受，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感受也是常有的。能将阅读感受细腻的书写出来是一种
创作，余华的写作能力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是杰出的，而他的思想与感受也同样值得观赏。这本书书写
了对余华来说影响较大、印象较深的现当代小说家的作品，小说家写小说感受，有平常读者难以达到
的独特视角与感受，小说家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比评潜在使小说具有一种观赏名家对话的乐趣，这
是作为一个阅读者对另一个阅读者的体验的验证与评判。对于很多我们并不知道的书，通过余华的体
验，可以增添兴趣。所以这本书可以看，也值得。
3、在一个突然飘起了雪花的早晨，我从图书馆借到了这本书。本打算去找下他的中短篇小说读一读
的，没想到书架上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余华作品系列只剩下他的三本随笔集，原来大家都跟
我一样想先看下他写的小说。被这本书的名字和封面上的那段话所吸引，我便挑选了这本书放进包里
。有时惊喜就像这雪花一样不期而至，余华的这本书也把我带进了他那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他
以小说家、读者的双重身份对大师经典作品进行独特解读,精心研究它们的叙事、技巧、激情，既痴迷
、激越，又保持冷静的思索.”编者如此的介绍着本书。但令我更激动的是：余华通过对文本的解读让
我了解到文学作品是如何无限扩展我们的生活，他将我从这个单调的工科生生活中拉进了一个现实和
超现实相互衔接的世界。就像一年半前，对刘小枫作品的阅读，让我真正意义上的离开了那种迷茫而
幼稚的少年时代，即使越来越多陷入一种对现实不安的状态，但清醒的活着，比一切都重要而有意义
。在余华和刘小枫的作品中我能感觉到一种相似的东西，在刘小枫那里是一种悲悯的情怀，一种对人
生的态度，在余华这里就是一种对苦难的刻画，一种对现实的叙述，归根结底都是在阐述人和他作为
人的生活。在《契诃夫的等待》这篇文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话：“几近无限的文学有时候会集中在一
个人身上，同时也可以相信那位女士的话：所有的男人其实只有一个。事实上博尔赫斯或者那位女士
在表达自己精通了某个过程的时候，也在表达各自的野心，骨子里他们是想拥有无限扩大的权力。在
这点上，艺术家或者女人的爱其实与暴君是一路货色。”余华通过了这段话表达了他对于写作的认识
，同时也表明有限和无限并不矛盾，往往就是同一体。对于怀着种种憧憬和欲望的我们，这是不是另
一种启示呢？
4、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问这样的问题，就好像在问为什么我们需要音乐，为什么我们需要爱与被
爱，为什么我们需要维持生存以外的一切一样，找抽吧您～可大概是刚读完功能主义学派马林诺夫斯
基的《文化论》的缘故，老实说，看着余华深邃的笔触分析着作者们打造他们文学作品的机制、各自
的特色，我却一心想着马氏的所谓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当然不只是表达作者的情感云云～那究竟是什么
？居然忘了－－///难道是重构和调和社会关系？好玄⋯⋯除去马氏的影响，我自己也有种好恶劣的想
法：文学家们在随心所欲地打造自己的艺术品的时候，不永远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情感表达吗？而
且还是不顾观众接受与否与感受的情感输出，而且越不顾读者越自我越张扬越私人化写作作品张力越
大道德上的分量越重（至少它绝不是应时之作献媚之作了）。作者们用华丽的技巧深沉的感受塑造着
各自的花园与王国，文学好像真的就是私人化情感的技巧性表达呀⋯⋯
5、庆幸在最初阅读的道路上遇到余华，《在细雨中呼喊》里的时空跳越，对同一事件的多角度阐述
和反复辉映，它让我第一次强烈感到时间第四维的存在。作者笔下，时间这样东西如同一叠七巧板，
怎么拼都是一个整体。空间的立体感远不能展现事物的完整，倒是被时间充溢，任意湮没并告予未知
。当我意识到这种空旷且不可逆转的控制力后，我开始对时间肃然起敬。之后接触到蒙田、契诃夫、
卡夫卡、福克纳、鲁尔福、博尔赫斯、三岛由纪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在漫长的无意识的阅读后，
翻开印有《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名字的这本书，我惊讶和余华在喜好上有着如此吻合的重叠。我
想，我的确被这个人影响了，被他跳跃性的思维，以及时刻在细微事件中找到的战栗与震惊影响了。
我感动万分。他小小翼翼地回顾大师作品里令他精神一悦的感官细节，这种细节在他人眼里也许只是
情绪的加重，对他而言却是新鲜无比的换位思考。尤其当他拿出布鲁诺·舒尔茨的那些镇定自若的比
喻时，“白天寒冷而叫人腻烦，硬梆梆的，像去年的面包” “冬季最短促的、使人昏昏欲睡的白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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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尾，是毛茸茸的”，感官的瞬间物质化，精准贴切，令人印象深刻。接着余华对舒尔茨的《鸟》《
蟑螂》《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来了一次情不自禁的情节概括，他已经无法平静下来进行评论，只能
告诉我们他读到什么。后来他在《文学与文学史》中也出现这样的状况，进而解释说，文学史不应该
是作家史，读者更关心的不是作家们的生平和写下了哪些作品，而是在他们读过的这些作品中打动他
们的某段话，哪怕仅仅只有一句。或许这就是我们阅读意义的全部所在。提到蒙田，余华用“令人赞
叹”这个词来形容他，我深有同感。在我有限的阅读经历里，蒙田对人生的态度最为豁达。他认为人
应该随时准备面对死亡，因为死亡不可预知，我们要能够随时死去而不留遗憾。他甚至详细告诉我们
如何做到这点。死亡这个在哲学讨论里的最终问题，在蒙田那里，用他平易近人讲故事说道理的方式
，竟成了拉家常。以致我再读叔本华，只看到对个体精神的极力捍卫和对外在世界的强烈排斥。这种
巨大的心理落差，同为隐居，实在与蒙田大相径庭。三岛由纪夫本人与作品充满对死亡的赞美与憧憬
，从始至终不能自已。他崇尚圣塞巴斯蒂安式的死亡，最终把自己的死当做最后的作品献给了公众，
却没有获得后世对他的赞许。我曾一度被三岛少年般的狂热撼动，可当他匆忙死在公众面前时，我没
有找到如他作品描述中那样的美，深感失望。喜爱的只是他的作品，对他的死，我只剩漠然。我知道
我的这种想法会令作家们感到悲哀，但是我希望他们能为他们的作品感到自豪。
6、这些都是熟悉的文本。城堡来影射官僚机器，致密伦娜的信，卡夫卡的性等等。在余华这篇《卡
夫卡和K》的随笔里，他拿卡夫卡的日记和《城堡》来谈，并且，按照他的说法：“卡夫卡的日记很
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络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这是
他找到的某个一致性。在评论推进的过程中，由卡夫卡日记过渡到《城堡》的K，再回到卡夫卡日记
，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关于他和已婚的密伦娜的没有得到鼓励的关系，以及性。所以在运用这些文本的
时候，余华顺便谈谈他对卡夫卡的性的看法，以及《城堡》如何构建。在这里，他用到了开头提到的
那些熟悉的词汇，官僚机器，权威的深不可测，居民的麻木不仁：“在卡夫卡的眼中，这一把熏肉切
刀的锋刃似乎就是性，或者说在《城堡》里凡是涉及到性的段落都会同时指出叙述中两个方向，一个
是权威的深不可测，另一个是居民的麻木不仁”应该先谈谈余华二次利用的词汇“熏肉切刀”。这个
词来自卡夫卡的日记，“不停地想象着一把宽阔的熏肉切刀，它极迅速地以机械的均匀从一边切入我
体内，切出很薄的偏，它们在迅速地切削动作中几乎呈卷状一片片飞出去”。而引用这段话的目的，
关键是疑问，包括也是瓦尔特·本雅明和博尔赫斯的疑问，“谁是卡夫卡的先驱”。外来者应该是余
华自己发明的词来解答上面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像K一样，没有获得主人的身份。就像一个旅居国内
多年的人回到中国，才能更为深刻的体验什么是所谓的国情，作为外来者身份的卡夫卡更为深刻的体
会到官僚机器的荒谬。余华很自然地将外来者身份和官僚机器，更进一步说，权威的深不可测和居民
的麻木不仁合理的关联起来了。在剖析为什么是外来者身份这一问题的时候，余华也为自己这篇随笔
找到了观测的立足点。最后他又说，“就像是一个失去了双腿的人会获得更多的凝视的权利，卡夫卡
和性之间的陌生造成了紧张的对峙，从而培养了他对其长时间注视的习惯”。而在这句话之前，余华
提出了另外的看法，“卡夫卡比任何人都更为深刻地了解到性在社会生活中可以无限延伸”，在这时
，余华在所有，无法穷举的卡夫卡论著里，找到了这篇随笔的价值，卡夫卡和K，或者卡夫卡日记里
断断续续的性，和《城堡》里K的永远也走不进城堡的问题，巧妙地关联在一起，这是他找到的另一
个一致性，两个问题其实仅仅是一个问题。题外话：1.关于卡夫卡对于余华的影响。比如熏肉切刀，
我猜测也许这跟余华早期的暴力美学，对于文字来精确暴力美的迷恋有关。2.宏大的词汇。官僚机器
、性、自我、孤独。而在这些词汇里，余华找到了自己主流价值的位置，并且能够用另外文字转换来
找到新的，舒服的美，比如这个新版说明里，“我的家底”，“新挣到的”。所以卡夫卡对于余华而
言，更多的是文字技巧层面上的影响，可以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对于读者来说，余华绝
不会是卡夫卡和陌生感那样的紧密关系，他给予温暖，并且在温度里，还有点刺激的新鲜味。3.但温
暖不是刻意的。至少在《卡夫卡和K》，余华内心的读者很可能是他自己，他给自己的答案。所以会
有：“这是否显示了卡夫卡在面的自我时没有动用自己的身份？或者说他就是在自我里，仍然是一个
外来者。”关于“自我”的定义，显然他没有对读者明确，“或者”可以看出，他在写作过程中，仍
在尝试去寻找自己的答案。虽然，另一方面，你可以说，他真是不够简洁啊。
7、　　余华是一个细腻的作家，我从来不否认。 　　 　　每一个作家成型我们都不免想找出他的先
驱者，他的榜样，就像余华为卡夫卡找先驱，为K找真实的映射，找现实的对照。从余华的身上，我
也看到了太多太多前人的影子。这部书，就是与华自己为自己寻找先驱的日志。 　　 　　书中所提
及的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并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所读的每一个余华。我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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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书。我渴望和他一样，和当年那个常常在这样的旅程忽笑忽哭的稚嫩的余华一样。于是我循着
他的足迹，走上这样的旅程。我会永远记住我被《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光芒刺伤双眼整夜整夜地苦苦
缠绕的夜晚。我会记住我读蒙田和博尔赫斯的散文和小说时发出愚钝痴呆的惊叹。我很欣然发现，我
门彼此读着卡夫卡同样觉得陌生，但更多的是陌寞。我就是这样，把自己小小的脚印印在大师的硕大
无比的脚印中，一直走。因为我相信，阅读不是一种爱好或是消遣，她是生活，甚至不是生活的一部
分，是生活的全部。 　　 　　写作为我们留下了存在的证明。阅读却是现实生活的实在内容。本书
的末页余华也揭示了彼此互通的感受“我相信是读者的经历养育了我写作的能力”。这句话是对的，
我以为。
8、这才是我印象中的余华。安静，微笑，享受着一个人的激情。简单的干净的汉语。语气、姿态、
这些东西淡得快要没有。几乎能感觉到他干干净净的外科大夫的手指轻轻地捻起下一页，目光又勾连
在上一页的某一行，又或者用一支很传统保守的象征着80年代的钢笔，在他的本子上慢慢写。在南方
雨后初晴的下午，临窗写，或者像我们一样，在睡前的台灯下。真的，我从来不需要一个汪洋恣肆充
满狂热语言热情的余华，我不能理解把&lt;兄弟&gt;中的若干段落，就是文革里的那些口号，反复抄写
的余华。我觉得他当时肯定是用右键复制粘贴，因为太便捷，失去了判断。小说中的余华应该是懒洋
洋的叙述人，应该是思维精确、残酷的，但是目光又散漫的。但肯定不是《兄弟》那样的。还是随笔
中的余华更让我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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