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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余秋雨写殷墟和甲骨文，写数千年前中国的祖先以甲骨记事，写甲骨文在偶然中的被发现，写文
化学者为保存和研究甲骨文的种种困苦，文章颇有厚度与力度（余秋雨《问卜中华&mdash;&mdash;苦
旅余稿》）。
瞿秋白在长汀被捕、就义。
他的精神是一个革命者的精神，同样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
守护着灵魂上路，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瞿秋白，一个外表柔弱，却大义凛然的瞿秋白（王充闾
《守护着灵魂上路》）。
作者去接近聋哑人，通过他们的手势，深入他们的内心，通过他们的表情，感知他们的情感（范曾《
寂静的世界》）。
房子越来越贵，越来越远，越来越高，一个人的生活全部好像都是为房子而奋斗。
拼命地奔跑，拼命地挤车，拼命工作，拼命地还贷，而最终奋斗来的那个房子无非是夜晚回去的一个
盒子（王开岭《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hellip;&hellip;　　于丹，余秋雨，范曾，李国文，陈忠实
，舒婷，二月河，毕淑敏，张丽钧&hellip;&hellip;73位作家，71篇佳作，或着眼现实，关注民生，或回
眸历史，再现人物，无论慷慨悲歌，激扬文字，还是一咏三叹，情思绵绵，在高扬人文旗帜，贴近生
活方面，都有直击心灵的震撼力。
　　由中国散文界权威选家选编的2007年度散文，是从全国上百种方学报刊当年发表的数以万篇数千
万字的散文作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旨在检阅当年度散文的创作实绩，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思性、艺术
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年度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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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2007年中国散文漫谈问卜中华&mdash;&mdash;苦旅余稿寂静的世界沈从文先生的一把椅子感悟与超越
守护着灵魂上路我爱蔚蓝的天空和碧绿的大地话说曹操关于李十三走近柏杨春草池塘盼远人消
息&mdash;&mdash;忆琦君（1917&mdash;2006）五石头记让我心跳的不仅仅是爱情&ldquo;鬼节&rdquo;
？
&ldquo;人节&rdquo;！
毕淑敏散文二童美女如云（外一篇）读帖回话记九十九岁的慈母新石器时代哪达达也不如咱那个山沟
沟好&mdash;&mdash;志丹行外伶仃岛回首望过去的风景故乡。
您终于代替了我的母亲九江赋西安赋宜宾赋武汉赋南京赋马蹄兰的告别一座城市的记忆愧对朱载墒迟
到的成年礼&mdash;&mdash;致儿子，兼致天下的孩子及父母送父去远行（外一篇）格格驾到（节选）
回故乡大明兵裔记忆或现场一曲虞歌唱到今大爱无边父亲是棵刺时间的刻度（外二篇）药与罪天鹅之
约人生细语浒湾再访金溪书蓦然回首（外一篇）古城的史络与文脉你也说黄巢我也说黄巢食道一个房
奴的精神大字报&mdash;&mdash;以一位女同事的牢骚为例寻找成吉思汗神秘而日常的事物石头上的梦
与昭君无关的祭奠（外一篇）走向珠穆朗玛开在石头上的美丽心花（外二篇）荆轲单刀对王朝头脑中
的旅行要塞夹在南宋北宋之间的这个女人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乾隆惩贪缘何愈惩愈贪米语父亲你是
安静的酒吧：就是让我想来想起那些树海然（节选）回忆赵树理看不见的城市一个文学青年眼中的郭
小川跪着说话（节选）父亲的晚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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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关注历史使命，反映人文精神的作品依然是为亮点　　这些作家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头脑
，在长期研读历史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独到的个性认识，他们把民族大义，人文精神作为著文的首义
，在他们的文章中总能读出那种雄浑厚重、大气磅礴的气势与心性高扬的精神。
　　《问卜中华&mdash;&mdash;苦旅余稿》 （选自2007年第1期《收获》）是一个大题目，大题目不
好作。
余秋雨写的实则是殷墟和甲骨文，写数千年前中国的祖先以甲骨记事的文明现象。
但是作者开始并没有直接把甲骨文列入一个研究的说题，而是形象地写出了甲骨文在偶然中的被发现
，以及文化学者为了保存和研究甲骨文所经历的种种困苦。
作者把当时的现象同世纪末的昏暗放在一起，以此表明甲骨文的出现预示数千年中国灿烂文明史的重
新放光，也预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坚不可摧。
这样的写法是余秋雨的长处，他宏观地掠影世纪末现象，并且微观地写作甲骨文面世以及面世给人带
来的警醒，让我们深深感到了文章的厚度与力度。
作者连用五个排比句阐释了文章最终的精神内涵。
　　余秋雨的文字很多人从《文化苦旅》中已经领略了不少，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好的东西。
比如他对题材的把握，对文字的运用以及对内心情感和思想的展现。
我始终觉得余秋雨是一个智慧型的人，他写东西，知道从何处去下笔。
面对大量的史料和素材，他能够很好地取舍，从中抽取为己所用的精华。
而且，他能够很好地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史，在挖掘这块层面的时候，会连到另一块。
把这样的素材横向里或者纵向里掺和在一起去比较，去分析，去论证。
这样就有了一个极好的概括力，空间感很强。
读之能够让思想千里驰骋，万里奔涌。
此外，他在叙述的过程中还运用了极好的想象力，每一个素材中的细节及人物都在他的笔下活泛起来
，灵动起来，形象自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因而读余秋雨的作品不会感到枯燥，感到文字的漫长。
　　王充闾的《守护着灵魂上路》 （2007年第3期《十月》），写瞿秋白在长汀被捕就义的过程，实
际上是对先烈思想与内心精神的探视。
作者真正体悟到了瞿秋白当时所面临的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形式，自己所走过的艰难与曲折的道路，但
是作为一个平凡的人，瞿秋白又摒弃了那种虚伪与做作，因而他的精神依然是一个革命者的精神，同
样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
守护着灵魂上路，恰恰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瞿秋白，一个外表柔弱，却大义凛然的瞿秋白
。
　　筱敏的《一座城市的记忆》 （2007年第4期《随笔》），是一篇文字优美，心绪忧伤的散文，作
者以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库尔德人在土耳其惨遭杀害为题，写出了生者对死者的哀痛，实际上是
对生命的看重和尊重。
记忆是需要生命的，需要未曾萎缩的大脑和并不缺血的心。
记忆还需要翻晒，铺在太阳光下，而不是灰霾下，沙尘暴下。
记忆需要一个广场，让起自眼睛的季风慢慢翻开。
　　冯佐哲的《乾隆惩贪缘何愈惩愈贪》 （2007年第4期《随笔》），作者以大量的事实列举了乾隆
统治时期，尤其是中晚期官吏的腐败问题，分析了出现这种腐败的根源，作者引用康熙的话说：　
　&ldquo;朝廷政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宠奉公杜弊，大臣为小臣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
，大法则小廉，源清而流清，此从来不易之理。
如大臣果能清白乃心，属遵法纪，勤修职业，公而（尔）忘私，小臣自有顾畏，不敢妄行在外。
&rdquo;实为切中了乾隆当朝的要害，作者在文章中并不否定乾隆的政治功绩，并且赞扬了康乾盛世。
文章给出的教训是&ldquo;其惩贪者本人及其主要执行者的问题，是其专制主义体制机制的制度问题，
如果当权者果真要铲除贪污腐败，那就要在这方面痛下工夫，从源头上解决惩贪的深层次问题，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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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腐败的总根源。
&rdquo;或许乾隆惩贪愈惩愈贪所留给后世的教诫便是：　　&ldquo;反贪不能单纯把眼光仅限于惩贪
，而是应该更多地重视导致贪污腐败的社会背景及其体制上的原因。
&rdquo;　　孔子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孔老夫子，曾经有的朝代，把他奉为圣明
，而我们也经历过可笑的、可怕的&ldquo;批孔&rdquo;时代，郭文斌重新提到孔子离我们有多远（《
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2007年第4、5期《黄河文学》），把孔子的对于学习，对于仁爱，对于社
会的大的认识，以及对于生活，对于快乐，对于痛苦的感念重新体会与注解。
这似乎迎合了当前我们社会所提倡的大志、和谐、敬业、学习等理念，是一篇有着历史意义和时代意
义的文章。
　　洪烛的《寻找成吉思汗》 （2007年第8期《海燕，都市美文》），以二十六个小段落，写出了对
一代天骄&mdash;&mdash;成吉思汗的追寻。
这个史诗中的英雄曾经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奇迹，是值得让我们大书特书的，成吉思汗不该遗忘，他
永远都像一个雕像立在那里，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作者写道： &ldquo;他想创造一个无限大的王国，所以他总是遗憾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
他梦见过不可能实现的版图，由草原、沙漠、雪山、沼泽缝补而成。
甚至还应该包括海洋&mdash;&mdash;支撑着他，成为整个大地的船长。
他总是能发现新的敌人。
或许所有的敌人都是他亲自制造出来的，为了试一试马刀的锋利。
还有谁再敢说他做的梦是假的?他其实不承担更多的过错：在一个噩梦之中，毁灭了那些醒着的人所构
建的集市。
只要你保持清醒，怎么有理由去责怪一个人在梦中犯下的罪行?他本身是谦逊的，只不过偶尔成为暴
君&hellip;&hellip;&rdquo;文章深情而大气，热情而厚重，是诗的祭扫，对成吉思汗陵来说。
　　二、叙写世事人生，突出生命主题的散文成为主流写作　　每个作家都是生活在社会场景里，他
们对时代的认知和对生活的体会同样是深刻的，因而他们的作品也总是从广大的民众着眼，关注他们
的生活，关注他们的生命价值，由此而显出作品深重的社会意义。
　　范曾的《寂静的世界》 （2007年第8期《北京文学》），把心灵的一角给了聋哑人，他去接近他
们，通过他们的手势，深入他们的内心，通过他们的表情，感知他们的情感。
范曾觉得，在这嘈杂的世界里有一片寂静的土地，这些聋哑人以一颗善良的心爱着这个社会，以一双
无邪的眼睛看待自己的人生，范曾在文章中5道： &ldquo;说他们心灵不敏妙、感情不丰富，你就大错
特错了。
往往聋哑人是极智慧、极多情的。
足以反证这个事实的是生活中的饶舌者往往集愚昧、薄义、寡情、势利诸恶德于一身，你不妨在生活
中观察衡量，便可知我的判断绝对百发百中，所言不虚。
单纯中的丰富、沉默中的深思使聋哑人比较容易接近道之所在。
&rdquo;　　周明的《走近柏杨》 （2007年8月10日《羊城晚报》），写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将自己
一生珍存的五十六箱近万件的书籍、手稿及文物捐赠给中国大陆的事情，柏杨之所以没有把这些留在
台湾，就是因为他始终认为&ldquo;台湾人与中国人同文同种，都使用的是华文，都是中国人&rdquo;
。
他心中始终有一个中国的根。
周明写出了去台湾举行捐赠仪式和见到柏杨的情景，展示了一位老作家对祖国大陆的一片深情。
　　袁鹰的《春草池塘盼远人消息&mdash;&mdash;忆琦君（1917&mdash;2006）》 （2007年第4期《人
民文学》），作品写对六月刚刚离世的台湾女作家琦君的怀念之情，笔调是散漫的，带有着某种秋天
的伤感，作者写出同琦君的几次交往，谈到他们文学的共同话题，以及对老一辈文化学者的共同感念
。
读到最后返回来再重新审视作品的开篇，会发现袁鹰所写的&ldquo;盼远人消息&rdquo;实际上是故乡
对离子的一种呼唤，他写了故乡温州的山川灵秀，写了温州为琦君建立了一座文学馆，称它为温州的
文化遗产，也写了已至九十高龄的琦君，多年间对祖国大陆的遥望与怀念，她和大陆人的每一次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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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交往，都有一种似曾相识如见故人的惊喜感。
那也是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浮萍样的心境。
作者特别着意写出了琦君对故乡的一条巷子的描写，表明着琦君&ldquo;有怀念不尽的往事，写不完的
童年故事&rdquo;。
作者还特别引用了南宋谢灵运驻守温州时写的一首诗：　　&ldquo;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
豳歌，萋萋感楚吟&hellip;&hellip;&rdquo;以表明琦君的心态。
因此说这不仅仅是忆琦君，而是通过这种忆写出故乡对离子，离子对故乡的一片深情。
　　王开岭的《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mdash;&mdash;以一位女同事的牢骚为例》 （2007年第8期《
海燕&middot;都市美文》），写出了现代生活对人的精神挤压。
房子越来越贵，越来越远，越来越高，一个人的生活全部好像都是为房子而奋斗。
拼命地奔跑，拼命地挤车，拼命地工作，拼命地还贷，而最终奋斗来的那个房子无非是夜晚回去睡觉
的一个盒子。
作者的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　　&ldquo;这个小区。
按北京流行的说法，乃名副其实的&lsquo;睡城&rsquo;。
也就是说，大家在这儿的所谓生活，内容上主要就一项：睡觉。
早出晚归，来此就是住宿，别的谈不上。
全是菱角的塔楼，形体、高度、外观清一色，楼距很小，没啥闲地可遛可看，连狗都不愿出门。
或者说连狗都惧怕出门，因为一旦和主人走散，就甭想回来了。
&rdquo;是啊，房子源于山水草木，乃大自然赐予人的礼物，可它何时变成人身上的一座山了呢?人对
房子何以变得敌视?人何以变成自己工具的工具了呢?我们还有能力让事物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吗?我们还
有足够的睿智和灵性唤醒和被唤醒吗?文章以近乎幽默的笔调写出了当代人的生活境况和精神心态。
　　傅菲的《米语》 （2007年第4期《人民文学》），写让人们生命得以延续的粮食&mdash;&mdash;
米，通过米反映出了江南农村的生活和农人的意识，他们一生的苦难也许就是为了一个米字，乡里的
女人甚至不惜贡献自己的身体，以换得一斗米来维持生命。
作品写出了米的晶莹，米的饱满，米的香甜，米的来之不易和米带给人的种种思索。
　　李木生的《夹在南宋北宋之间的这个女人》 （2007年第2期《海燕&middot;都市美文》），自然又
是写李清照，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但是作者似乎对这个伟大的女词人有着过多的体恤与怜悯，有着过
多的理解与同情，他没有像其他的作家在李清照的诗词贡献上做文章，而是把温软的笔触直指李清照
的生活与处境，感情与内心。
那是一个动乱时期，李清照这样一个弱女子，经受着国破，家破。
夫亡，已病，没有自己儿女的痛苦的熬煎，作者写到了她的再婚与离婚，写到了一个渐渐进入老境的
女人的愁苦伤痛与酸楚，写到她的寂寞无助与无奈。
在李木生的笔下，这是一个普通的社会中的女人，生活中的女人。
这样的作品显得更真实，更形象，更生动。
　　三、在写作上更加着力个性的显现，追求文字的质感和手法的新变　　作家中有一部分是已经成
名的，一部分是新现的写手，前者由于经验而显得严谨，力求寻找新的思路，搜寻各种独特的人物和
题材，后者则在文字和立意上下功夫，突出一种时代的气息和青春的力量。
　　阎纲的《五石头记》 （2007年第4期《延河》），写出了各有形状、质地不同的五块石头，每一
个石头引出的故事，又是那么地引人、逗人、感人，其中有友情，有真情，语言时而舒缓，时而跳跃
，时而幽默，时而充满哲性，让人边读边同作者玩味。
这可不仅仅是小小的五块石头。
　　毕淑敏的《毕淑敏散文二章》 （2007年第1&mdash;2月号《诗潮》），写外出旅游的所历所感，
其中《莎草纸的结婚证》写去埃及旅游，遇到有人用一种绚烂的莎草纸，在上面署文字，后来才弄清
，那是以埃及的古文字复制的结婚证书。
款式与从木乃伊身边挖出来的结婚证书一模一样。
这让毕淑敏幽默了一把，细节的描写让人暗自含笑。
 《海盗的诗》是作者的另一种发现，那些诗同凶猛的海盗产生了距离，每一首似乎都可作为座右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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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有的是表明海盗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有的表明日常生活中如何待客，如何接受教育，如何尊重知
识，如何珍重友谊。
他们讲究办事的策略，待人的方法，他们吟咏智慧，歌唱高尚。
比如《求知诗》：知识是海洋，宴席亦课堂。
用耳细听取，用眼学榜样。
君子慎言语，聆教乃有方。
智者天下行，钱财存脑中。
愚者行囊重，困时无所用。
穷汉有头脑，力量胜富翁。
还有《山妖的阶梯》写挪威山妖的丑陋与可爱，它们生性慵懒，但循规蹈矩；它们反应木讷，但天真
善良；它们离群索居，偏又呼朋唤友；它们远离人又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hellip;&hellip;一山妖是
名副其实的草根阶层，所以才受到百姓们的广泛喜爱。
游记散文不好写，关键是看怎么样去用心，怎么样去用笔，毕淑敏展示给我们的是她旅游当中所发现
的独特的现象和事物。
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从中悟出很多的道理。
　　刘恪的《海然》 （2007年第2期《山花》），是一篇大海的交响乐，文字深深地注入了作者对海
的认识与理解，他写出海的博大、海的宽广，写出海的神话，海的传说。
写出海的颜色，海的内涵，写出海的自在，海的苦涩。
作者运用了近乎诗的语言来描述大海，不仅是写海这种自然的现象，自然的存在，也是写社会与人生
，写广大与渺小，现实与梦幻，奋争与回报，接受与推拒的种种关系。
　　王芸的《与昭君无关的祭奠》 （2007年第8期《海燕&middot;都市美文》），以诗样的笔墨描绘出
王昭君的美貌，这种美是一条香溪的美，是一个古典女子的美，也是一种被掩盖了的美，一种无奈的
美，伤感的美，一种死后仍熠熠闪光的美。
作者的表现手法是新颖的，以&ldquo;墨痣&rdquo; &ldquo;琵琶&rdquo; &ldquo;桃花鱼&rdquo; &ldquo;
青冢&rdquo;为小题，以古文为缀尾，以空灵的文字为素描，把一个当代女子对一个古代女子的祭奠表
现得凄美无限。
四、继承又发扬。
尝试赋体写作成为一大事件　　赋是一种介于诗与散文的文体。
形似散文，又有诗的内在韵律，散韵结合，铺叙造场，抒情造势。
我觉得，它在当时就相当于现代的散文诗。
赋的流变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等多个阶段。
现在研究与创作的参照体多是指汉赋。
　　作赋必得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尤为通晓诗词曲赋；有饱满的创作激情，包括细腻的内在情感；有
广域的文化积累，掌握所写历史、地理、人文等知识。
没有金刚钻，难揽瓷器活。
历史走到今天，文学呈多样化发展，各路写手多方发挥，更有以赋体著雄文，畅写如画江河，倾吐胸
中澜涛，实为感佩。
但万不可形成模式化，千篇一律，还要在意挚虞所言： &ldquo;夫假象过人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
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
&rdquo;　　《光明日报》百城赋的征文活动，使很多的作者和读者猛然关注起了这种旧文体的写作形
式，一城写出，全城注目。
品头论足，指点优劣，在这个过程中，对历史的探究，对城市的沿革，对文词的运用，对赋体的认知
都有了新的收获。
 &ldquo;百城赋&rdquo;中的篇章，起篇束尾各不相同，描写抒志各见特色，今人之文采，时代之气象
尽显其中。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魏明伦的《宜宾赋》，夏斐、汪晓清的《武汉赋》，袁裕陵的《南京赋》，陈
录社的《长沙赋》，刘上洋的《九江赋》，商子秦、杨永林的《西安赋》等。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7中国年度散文>>

　　对赋这种文体的尝试，或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激赏、研习的可能。
我们看到在赋体的写作中，很多都是散文作家，这是一次复古运动，也是一次中国文学精髓的传扬。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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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漓江版年选；一年一度的文学盛宴；源自十一年如一日的品质守护；　　黎巴嫩著名的诗人纪伯
伦曾经感叹：&ldquo;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rdquo;　　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人有一天想要往墙上挂一幅画，就忙忙叨叨地找来锤子
和钉子。
当他把钉子钉进墙后，却发现这个钉子根本挂不住这幅画。
怎么办呢？
他说，那就只能往墙里楔一个小木楔子，然后再钉钉子。
　　他去找木头。
找到木头发现太大，又去找斧子。
找到斧子，发现对付木头不顺手，又去找锯子。
锯子有了，又发现锯条断了，又去找锯条。
这样一件一件东西找下来，等到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凑齐了，他已经不知道要干什么了。
他早就忘记了那幅画了。
　　其实这很像我们今天的生活。
我们在走，我们在奔波，我们终日忙忙碌碌，但是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mdash;&mdash;于丹《感悟与超越》　　　　就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半年之后，八国联军进攻
北京。
　　王懿荣，这位大学者这时又担负着北京的防卫职务。
他头上多了一个官衔：&ldquo;京师团练大臣&rdquo;&hellip;&hellip;他知道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自己越不
应该离开职守，但又不能以中国首都防卫官员的身份束手就擒，于是，唯一的选择是自杀殉国。
　　他自杀的过程非常惨烈。
　　先是吞金。
金块无毒，只是凭着特殊的重量破坏肠胃系统，过程缓慢，千万的痛苦可想而知。
但是，揔许久仍然没有死亡。
于是喝毒药。
在已经被破坏的肠胃系统中落进剧毒，感觉必定是撕肝裂胆，但居然还是没有死。
　　最后，他采取了第三项更彻底的措施，爬到了井边，投井而死。
从吞金、饮毒到投井，他硬是把官员的自杀方式、市民的自杀方式和农人的自杀方式全部轮了一遍，
等于以三度誓词、三条道路走向了灭绝，真正是义无反顾。
　　他投井之后，他的妻子和儿媳妇也随之投井。
　　&mdash;&mdash;余秋雨《问卜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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