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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刘心武先生在《上海文学》连载了一年的《十二幅画》，现在再新增《（班主任）的前前后后》等十
五篇文学回忆文章，结集为《命中相遇——刘心武话里有画》出版，嘱我写序。心武先生是我有多年
来往的前辈，相知很深，也有过许多次和他深入的对谈，他对我的教益良多和启悟。我也曾经研究过
他的作品。这、次对一个晚辈如此信任，既让我感到荣幸，又觉得实在不敢当。踟蹰良久，也拖延了
好久，才能下笔。我觉得下面的文字其实既是对于这部书的感想，也是对于心武先生的人生境界的感
悟。本书其实也是理解和穿透心武先生前半生创作的重要的路径，也是体会和了解中国人的二十世纪
的风云的一个路径。心武先生的这部书，似乎是接续他的八十年代后期的《私人照相簿》，无论写作
方式或是故事的选择都有某种连续性，这部书仍然是将个人命运的“小历史”的种种波澜和二十世纪
中国的“大历史”连在了一起，在讲述那些他自己亲身见证的日常生活的同时，思考中国的大命运；
从平凡的小人物的过去的生命历程，反照中国的大走向。两本书都结合了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文献资
料，并相互参照，互相印证。其风格也是娓娓谈来，自然随性。但这部书和当年那一部又有了明显的
差异，当年的《私人照相簿》是将自己所藏的旧照片和文字融为一体，这次却是作者自己的十二幅画
和文字构成一种相互映衬的关系。这些水彩画是作者内心世界的诸多感慨的表达，它们对于文字不仅
仅是配合，而且是相得益彰，互为表里。同时，和当年《私人照相簿》写作的时代，时光已经又过去
了二十多年，我们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的中国还是改革开
放的初期，中国的历史的前景还尚处于并不完全明朗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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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命中相遇——刘心武话里有画》是刘心武的文学人生回忆录，分为“十二幅画”与“记忆中的雨丝
风片”两个部分。文章大部分均为作者亲历的当代文坛的种种自己深情回忆和深刻思考的文学往事。
这些属于纪实散文的个体言说，浸透人格底色，传递文字灵魂，文中“重返”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
的深情又略带忧郁的回忆文字，回忆如烟往事，掀动情感波澜，深究人性诡谲，充分又悉尼地传达了
作者的个人经验与气息，为读者和文学研究者更深切、完整地理解那个不同寻常的时代，思索和明了
人生的诸多“情感之结”，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读本。本书配以六十余幅照片，图文相配，“虚实
”相间，能够更加丰富地表现本书所传递和展示的人文精神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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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心武，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42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
民文学》杂志社主编。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作。长篇小说《
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四牌楼》获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奖。1993年出版《
刘心武文集》8卷。2005年起陆续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播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
节目并推出同名著作1-4部，引发国内新的《红楼梦》热。除小说与《红楼梦》研究外，还从事建筑评
论和随笔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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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相遇”中的生命启悟十二幅画　第一幅  兰畦之路　第二幅  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第
三幅  风雪夜归正逢时　第四幅  宇宙中最脆弱的　第五幅  人需纸几何　第六幅  记忆需要营养　第七
幅  那边多美呀！　第八幅  暂不置评　第九幅  唯痴迷者能解味　第十幅  谁在唱　第十一幅  守望吉日
　第十二幅  心灵深处记忆中的雨丝风片　《班主任》的前前后后　《班主任》中的书名　讲那照片
的故事　巴金与章仲锷的行为写作——一封信引出的回忆　1978年春：为爱情恢复位置　乘着电波的
翅膀　丁玲复出独家见闻录　给丁玲的两封信　雷加擂了我一拳　关于《我爱每一片绿叶》——针对
“变种”批评的思考　人淡如菊文藏金　元旦论灾为哪般？　漂亮时光　闲为仙人扫落花　有杯咖啡
永远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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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57年初冬，我15岁那年，忽然有个妇女出现在我家小厨房门外。我望着她，她也望着我。我
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在想的是：她算孃孃，还是婆婆？那时候我家住在北京钱粮胡同海关宿舍里。
那宿舍原是大富人家的带花园的四合院。我家住在有垂花门的内院里，但小厨房是另搭在一边的，一
株很高很大的合欢树，像巨伞一样罩住小厨房和住房外的部分院落。走拢小厨房的那位妇女，穿着陈
旧的衣衫，戴着一顶那个时代流行的八角帽(帽顶有八处摺角，带帽檐)，她脸上尽管有明显的皱纹，
但眼睛很大很亮，那时我随父母从重庆来到北京，还保持着重庆地区的话语习惯，对较为年轻的妇女
唤孃孃，对上了年纪的妇女唤婆婆，但是眼前的这位妇女，年纪介乎二者之间，我望着她只是发愣。
她望够了我，一笑：“像天演啊！你是他幺儿吧？”我父亲名天演，显然，这位妇女是来我家做客，
我就朝厨房里大喊一声：“妈！有客来！”妈妈闻声提着锅铲出得厨房，一见那妇女，似乎有些意外
，但很快露出真诚的微笑，而那妇女则唤妈妈：“刘三姐，好久没见了啊！”妈妈忙把她引进正屋，
我就管自跑开去找小朋友玩去了。我妈妈姓王，在她那一辈里大排行第三，因为嫁给了我爸爸，同辈
亲友都唤她刘三姐，后来广西民族歌剧《刘三姐》唱红了，又拍了电影，有来我家来拜访的人士跟传
达室说“找刘三姐”，常引出“你开什么玩笑”的误会，但我从小听惯了人家那么称呼妈妈，看电影
《刘三姐》绝无关于妈妈的联想。我玩到天擦黑才回到家里，那时爸爸下班回来了，那位妇女还没有
走，爸爸妈妈留她吃晚饭，她就跟我们同桌吃饭，这时妈妈才让我唤她胡孃孃，我唤她，她笑，笑起
来样子很好看，特别是她摘下了八角帽，一头黑黑的短发还很丰茂。我家常有客来，留饭也是常事。
爸爸妈妈跟客人交谈，我从来不听，至于客人的身份，有的直到今天我也搞不清。但是就在胡孃孃来
过后的一个星期天，妈妈责备我到处撂下书报杂志，督促我整理清爽，我懒洋洋地应对，妈妈就亲自
清理床上的书，其中一本是长篇小说《福玛·高捷耶夫》，妈妈正看那封面，我一把抢过去：“正经
好书！高尔基写的！”妈妈就说：“啊，高尔基，那胡孃孃当年很熟的呀！”我撇嘴：“我说的是苏
联大文豪高尔基啊！你莫弄错啊！”妈妈很肯定：“当然是那个高尔基，他常请胡孃孃去他家讲谈文
学的啊！”我发懵，这怎么可能呢？我那时候虽然还只是个中学生，但是人小心大，读文学书，爱读
翻译小说，高尔基的《福玛·高捷耶夫》有的成年人读起来也觉得枯燥难啃，我却偏读得下去。妈妈
又拿起一本法国作家巴比塞的《火线下》，说：“啊，巴比塞，胡孃孃跟他就更熟了啊。”我大喊：
“天方夜谭！”妈妈不跟我争论，只是说：“好，好，你看完一本再看一本吧，不管看没看完都要放
整齐，再莫东摆西丢的！”胡孃孃没有再到我家来。我没有故意偷听，但偶尔爸爸妈妈的窃窃私语，
还是会传进我的耳朵。关于胡孃孃，大体而言，是划成右派分子，送到什么地方劳动改造去了。爸爸
提到四川作家李劫人，“也鸣放了，有言论啊，可是保下来了，没划右”，很为其庆幸的声调，妈妈
就提到胡孃孃：“她也该保啊！那陈毅怎么就不出来为她说句话呢？”爸爸就叹气：“难啊！”他们
用家乡话交谈，“毅”发“硬”的音，但我还是听出了说的是谁，非常吃惊，不过我懒得跳出来问他
们个究竟。1983年，爸爸已经去世五年，妈妈住到我北京的寓所，记不得是哪天，我忽然想起了胡孃
嫖，问妈妈，她跟我细说端详。论起来，大家都是同乡。在上个世纪的历史潮流里，爸爸妈妈上一辈
及那一辈的不少男女，走出穷乡僻壤，投入更广阔的生活，也就都有了更复杂扭结的人际关系。胡孃
孃名胡兰畦，她虽有过一次婚姻，但遇上了陈毅，两个人沉人爱河，在亲友中那并不是秘密，他们山
盟海誓，在时代大潮中分别后，互等三年，若三年后都还未婚，则结为连理。胡兰畦生于1901年
，1925年大革命时期，活跃在广州，后来国民党分裂，胡兰畦追随国民党左派何香凝，何香凝让儿子
廖承志先期去了德国，胡兰畦不久也去了德国，并在那里由廖承志介绍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组成了一
个“中国支部”，积极投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33年德国纳粹党上台，疯狂打击共产主义分子，
廖承志和胡兰畦先后分别被逮捕入狱，那一年何香凝去了法国，并到德国将廖承志营救出狱，何先生
与廖承志回到巴黎以后，就和我姑妈刘天素住在一起，我姑妈刘天素到法国留学，也是何先生安排的
，不久，入狱三个月的胡兰畦也被营救出狱，也流亡到了巴黎，在那里写出了《在德国女牢中》，这
个作品先在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以法文连载，很快又出版了单行本，并被翻译成
了俄、英、德、西班牙文，在世界流布。那时候的苏联文学界，能阅读中文原著的人士几乎为零，汉
学家虽有，翻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很少，他们也许知道鲁迅，却未必知道冰心，丁玲在当时的中国才
刚露头角，更不为他们所知，但他们却都读了俄文版的《在德国女牢中》，这虽然是部纪实性的作品
，但有文学性，那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密切关注德国纳粹的动向，这部作品也恰好碰到阅读热点上，
于是，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就向寓居巴黎的胡兰畦发出邀请，她成为唯一从境外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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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中国著名作家”，参加了那次盛会。(当时中国诗人萧三常住苏联，参加了大会并致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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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以为，《命中相遇——刘心武话里有画》确是理解和穿透心武先生前半生创作的最要的路径，也是
体会和了解中国人的二十世纪的风云的一个路径。 本书是当下的历史中对于中国的二十世纪的再思考
，也是一个冷静地站在时代潮流的边上的智者，对于自己曾经的岁月的新的回顾，点点滴滴，都饱含
着心武先生对于人类历史的感悟和理解，也包含着对于中国的二十世纪的命运的新的理解。 《命中相
遇——刘心武话里有画》给了我们一种情感和命运的深度。我们应该进入书中的这十二幅画，这不仅
仅属于心武先生，也属于我们这些读者。　　——北大教授、文化学者、文化评论家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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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命中相遇:刘心武话里有画》：海上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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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回忆录，名人大多数果然出身就很厉害。
2、非常喜欢刘心武老师的作品，是他的作品就买。
读《命中相遇》，看到作者话里有画中的偶然和必然间的......，以及他对人生的那份淡然。
3、刘心武的作品一直有意思，评红楼，续红楼，有想象力，有表现力。散文也很有味道，静水流深
。
4、非常好看，仿佛刘心武老师与我对面而座，听他娓娓道来。对他书里所讲的人、事都非常感兴趣
。书里处处能感受到刘心武老师那种人性的善及温情。刘心武老师的书及他讲的“百家讲坛”都是那
么精彩，太喜欢了，真想多多看到刘心武老师的佳作，随笔！
5、正在看呢，他命里就怎么会遇到这么多不凡的人呢？画不怎么样。
6、之前 只看过刘老师对红楼梦的解读，非常喜欢。没想到这次 看完这本书以后，竟然如此感动！真
的 只有用心去体会才会明白。太好了！很喜欢！好！
7、写人写事，很多回忆，可以一读！
8、一个人的经历，从大处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从小处看影响他对事对物的
看法。对文字的看法，显然也包含在内。或许受自身经历的浸染，或许还没修炼到家，我总觉得这画
里的话，一些确能触及人心里最柔软的部位，有的对于我纯属鸡同鸭讲。
9、刘心武 人们到处生活 悲悯
10、刘先生的这本书我很喜爱。
一个个人生经历故事，给了我一些启示。看看自己的生活、身边的人与事，心情可以变得更豁达。希
望获得人生的智慧吧。
也祝愿刘心武先生出版更多好看的文章。
11、刘心武的随笔的确不错，有人生阅历，有很深的人文关怀。说话也更大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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