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8年中国随笔精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08年中国随笔精选>>

13位ISBN编号：9787535438867

10位ISBN编号：7535438865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中国作协创研部 编

页数：43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8年中国随笔精选>>

前言

　　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
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
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
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
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
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
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诗歌
选、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
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
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
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
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
用也是十分突出的。
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
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
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
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
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微型小说卷由郑允钦、张越和吴雁同志负责；
　　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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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中国随笔精选》精选了2008年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随笔。
全书共分四个部分，包括文化点击、人生感悟、怀人忆旧和访幽探微。
这些文章反映了2008年度我国随笔这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
化，同时，在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等方面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
的阅读期待，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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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化情思文化随笔（三篇）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震灾中的思考中国文化与“三十年”人文
教育的危机宫巷沈记文人在生死关头从《史记》出发恐怖的盛世——乾隆系列华美的袍与虱子听音乐
孔子的孝与柏拉图的爱羁旅情怀走贵州笛鸣香港俄罗斯人到底生活得怎么样？
从内卡河畔开始的遐想波士顿的书香周庄记奢华的乡土婺源笔记秋风曲阜香严初话品人阅世良言美语
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散记季羡林作家素描大音无声万物有灵尘封的往事——文海钩沉鲁迅的青年观小人
物与大哲学简洁生活与多重生活生命感悟生命里的书缘花钱的事风自由地穿过山谷每一个人的“奥林
匹克”都值得敬重为超越完美鼓掌——看北京残奥会感怀奥运：神话与现实中国早就变化了做陶而不
得，便读陶吧童心论生于土中的羊日常景象上帝派来看管我的女人水墨民间融人大地人情世态你不能
没有家佑护灾难中的孩子幼象书累梭罗是“另类的”转身私奔生命时间之箭文字三帖另一种背叛仇恨
熬干人枕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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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情思　　文化随笔（三篇）　　巍巍大唐就在前面不远处了，中国，从哪条道路走近它？
　　很多学者认为，顺着中国文化的原路走下去，就成，迟早能到。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走向大唐，需要一股浩荡之气。
这气，秦汉帝国曾经有过，尤其在秦始皇和汉武帝身上。
但是，秦始皇耗于重重内斗和庞大工程，汉武帝耗于六十余年与匈奴的征战，元气散逸。
到了后来骄奢无度又四分五裂的乱世，更是气息奄奄。
尽管有魏晋名士、王羲之、陶渊明他们延续着高贵的精神脉络，但是，越高贵也就越隐秘，越不能呼
应天下。
　　这种状态，怎么缔造得了一个大唐？
　　浩荡之气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已经无法从宫廷和文苑产生，只能来自于旷野。
　　旷野之力，也就是未曾开化的蛮力。
未曾开化的蛮力能够参与创建一个伟大的文化盛世吗？
这就要看它能不能快速地自我开化。
如果它能做到，那么，旷野之力也就可能成为支撑整个文明的脊梁。
　　中国，及时地获得了这种旷野之力。
　　二　　这种旷野之力，来自大兴安岭北部的东麓。
　　一个仍然处于原始游牧状态的民族，鲜卑族，其中拓跋氏一支，渐有起色。
当匈奴在汉武帝的征战下西迁和南移之后，鲜卑拓跋氏来到匈奴故地，以强势与匈奴余部联盟，战胜
其他部落，称雄北方，建立王朝，于公元四世纪后期定都于今天的山西大同，当时叫平城。
根据一位汉族士人的提议，正式改国号为“魏”，表明已经承接三国魏氏政权而进入中华正统，史称
北魏。
此后，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征战，北魏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
　　胜利，以及胜利后统治范围的扩大，使北魏的鲜卑族首领们不得不投入文化思考。
　　最明显的问题是：汉族被战胜了，可以任意驱使，但汉族所代表的农耕文明，却不能由游牧文明
的规则来任意驱使。
要有效地领导农耕文明，必然要抑制豪强兼并，实行均田制、户籍制、赋税制、州郡制，而这些制度
又牵动着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重大改革。
　　要么不改革，让中原沃土废耕为猎，一起走回原始时代；要么改革，让被战胜者的文化来战胜自
己，共同走向文明。
　　鲜卑族的智者们，勇敢地选择了后者。
这在他们自己内部，当然阻力重重。
自大而又脆弱的民族防范心理，一次次变成野蛮的凶杀。
有些在他们那里做官的汉人也死得很惨，如崔浩。
但是，天佑鲜卑，天佑北魏，天佑中华，这条血迹斑斑的改革之路终于通向了一个结论：汉化！
　　从公元五世纪后期开始，经由冯太后，到孝文帝拓跋宏，开始实行一系列强有力的汉化措施。
先在行政制度、农耕制度上动手，然后快速地把改革推向文化。
　　孝文帝拓跋宏发布了一系列属于文化范畴的严厉命令。
　　第一，把首都从山西大同（平城）南迁到河南洛阳。
理由是北方的故土更适合游牧式的“武功”，而南方的中原大地更适合“文治”。
而所谓“文治”，也就是全面采用汉人的社会管理模式。
　　第二，禁说鲜卑族的语言，一律改说汉语。
年长的官可以允许有一个适应过程，而三十岁以下的鲜卑族官员如果还说鲜卑话，立即降职处分。
　　第三，放弃鲜卑民族的传统服饰，颁行按汉民族服饰制定的衣帽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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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把自己的籍贯定为“河南洛阳”，死后葬于洛阳北边的邙山。
　　第五，改鲜卑部落的名号为汉语姓。
　　第六，以汉族礼制改革鲜卑族的原始祭祀形式。
　　第七，主张鲜卑族与汉族通婚，规定由鲜卑贵族带头，与汉族士族结亲。
　　⋯⋯　　这么多命令，出自于一个充分掌握了强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而周围并没有人威逼他这
么做，这确实太让人惊叹了。
我认为，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愤怒的反弹可想而知。
所有的反弹都是连续的，充满激情的，关及民族尊严的。
而且，还会裹卷孝文帝的家人，如太子。
孝文帝拓跋宏对这种反弹的惩罚十分冷峻，完全不留余地。
　　这就近似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角色了。
作为鲜卑民族的强健后代，他不能不为自己的祖先感到自豪，却又不得不由自己下令放弃祖先的传统
生态。
对此，他强忍痛苦。
但正因为痛苦，反而要把自己的选择贯彻到底，不容许自己和下属犹疑动摇。
他惩罚一个个反弹者，其实也在惩罚另一个自己。
　　他的前辈，首先提出汉化主张的北魏开国皇帝拓跋？
？
（道武帝），曾经因为这种自我挣扎而陷入精神分裂，自言自语，随手杀人。
在我看来，这是文明与蒙昧、野蛮周旋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精神离乱。
这样的周旋过程，在一般情况下往往会以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才走完，而他们则要把一切压缩到
几十年，因此，连历史本身也晕眩了。
　　中国的公元五世纪，与孝文帝拓跋宏的生命一起结束。
但是，他去世时只有⋯⋯只有三十二岁！
　　仅仅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三十二年的孝文帝拓跋宏，竟然做了那么多改天换地的大事，简直让人难
以相信。
他名义上四岁即位，在位二十八年，但在实际上，他的祖母冯太后一直牢牢掌握着朝政。
冯太后去世时，他已经二十三岁，因此，他独立施政只有九年时间。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九年。
　　他的果敢和决断，也给身后带来了复杂的政治乱局。
然而，那一系列深刻牵动生态文化的改革都很难回头了，这是最重要的。
他用九年时间把中国北方推入了一个文化拐点，而当时全中国的枢纽也正在那里。
因此，他既是鲜卑族历史上，也是北魏历史上，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帝王。
　　我对他投以特别的尊敬，因为他是一位真正宏观意义上的文化改革家。
　　三　　说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我一直担心会对今天中国知识界大批狂热的大汉族主义者
、大中原主义者带来某种误导。
　　似乎，孝文帝拓跋宏的行动为他们又一次提供了汉文化高于一切的证据。
　　固然，比之于刚刚走出原始社会的鲜卑族，汉文化成熟得太多。
汉族自夏、商、周以来出现过不少优秀的社会管理设计者，又有诸子百家的丰富阐释，秦汉帝国的辉
煌实践，不仅有足够的资格引领一个试图在文化上快速跃进的游牧民族，而且教材已经大大超重。
汉族常常在被外族战胜之后却在文化上战胜了外族，也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
　　但是，我们在承认这一切之后也应该懂得，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并不仅仅出于对汉文化的
崇尚，而是还有更现实的原因。
当他睁大眼睛看清了自己刚刚拥有的辽阔统治范围，沉思片刻，便立即寻找军事之外的统治资格。
　　在古代马其顿，另一位同样死于三十二岁的年轻君主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年7月——前323年6月
）每征服一个地方，总是虔诚地匍匐在那里的神祗之前，这也是在寻找军事之外的统治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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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孝文帝拓跋宏强迫自己的部下皈依汉文化，却未曾约束他们把豪迈
之气带入汉文化。
或者说，只有当他们充分汉化了，豪迈之气才能真正植入汉文化。
　　其实，“胡人”汉化的过程，也正是汉人胡化的过程。
用我的理论概括，两者构成了一个“双向同体涡旋互生”的交融模式。
　　从北魏开始，汉人大量汲取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
有一次我向北京大学文科的部分学生讲解这一段历史，先要他们随口列举一些这样的实例来。
他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居然争先恐后地说出了一大堆。
我笑了，心想年轻一代中毕竟还有不少深明事理的人，知道汉文化即便在古代也常常是其他民族文化
的受惠者，而不仅仅是施惠者。
　　我对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说，在你们列举的那么多实例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乐器。
胡笳、羌笛、羯鼓、龟（音丘）兹琵琶⋯⋯如果没有它们，大唐的宏伟交响音乐就会减损一大半。
这只要看看敦煌、读读唐诗，就不难明白。
　　这还只是在讲音乐。
其实，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如此。
由此可知，大唐，远不是仅仅中原所能造就。
　　更重要的，还是输入中华文化的那股豪气。
有点？
G悍，有点清冷，有点粗砺，有点混沌，却是那么开阔，那么自由，那么放松。
诸子百家在河边牛车上未曾领略过的“天苍苍，野茫茫”，变成了新的文化背景。
中华文化也就像骑上了草原骏马，鞭鸣蹄飞，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鲁迅说“唐人大有胡气”，即是指此。
　　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
　　自从孝文帝拓跋宏竭力推动鲜卑族和汉族通婚，一个血缘上的融合过程也全面展开了。
请注意，这不再是政治意义上，而是生命意义上的不分彼此，这是人类学范畴上的宏大和声。
　　由此我要从更深邃的层面上来揭示造就大唐的秘密了：大唐皇家李氏，正是鲜卑族和汉族混血的
结晶。
　　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都是鲜卑人。
李世民的皇后，也是鲜卑人。
结果，唐高宗李治的血统，四分之三是鲜卑族，四分之一是汉族。
（参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其实，隋炀帝杨广的母亲已经是鲜卑人，她还是唐高祖李渊母亲的亲
祖妹。
她们的籍贯都算是“河南洛阳”，我们记得，这是出于孝文帝拓跋宏的设计。
至此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深深佩服这位孝文帝的远见了，他以最温柔、最切实的方式，让自己的民族参
与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盛典。
　　一条通向大唐的路，这才真正打通了。
　　路的开始有点小，有点偏，有点险，但终于成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大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听到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的山麓上发现了一个俗称“嘎仙洞
”的所在，一位考古学女教授刮去洞壁上的一片泥苔，露出石碑，惊喜地知道这正是《魏书》上记载
的“鲜卑石室”，鲜卑族先祖的祭坛所在，也可以说是鲜卑族的起始圣地。
我闻讯后曾三次前往，每次都因交通、气候方面的原因未能最终抵达。
当地的朋友奇怪我为什么对一个不大的石洞如此痴迷，我说，那里有大唐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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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8年中国随笔精选》精选了2008年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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