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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迄今为止的汉语语境里，有关“文化”的诠释，称得上众说纷纭，莫哀一是。
但是，倘若我们暂且摆脱概念的推敲和语词的纠缠，而单就文化一词在被使用过程申所呈现的相对稳
定的“所指”意义而言，却仍然可以做以下三个层面的划分：第一、有些论者借鉴西哲的观点，把文
化与文明等量齐观，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无处不在，是
一个庞大无边的结构。
这堪称是对文化的宽泛性理解。
第二、面对人类全部的生产实践和劳动成果，更多的论者习惯于将其中那些具有精神和观念属性的东
西，如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科学、教育等等，划入文化的范畴，作为文化的主体。
这庶几是最常见的文化观念。
第三、还有的论者喜欢沿着文本和著作的思路谈文化。
在他们看来，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传统。
而任何有价值、有影响的文化传统，都将依赖于精确的文字记录，都需要一系列优秀文本充当载体。
惟其如此，所谓民族文化，说到底便是该民族一系列经典著作的荟萃与整合，是这些著作内容上的精
华所在及其相应的富有个性的表达。
这应当属于文化概念的狭义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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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古耜，学者、作家、主编。
曾在国内二百数十种报刊发表大量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美学方面的理论评论文章及
学术随笔，总计约三百五十万言；出版文艺评论集多部；参加过《金瓶梅词典》《古今中外朦胧诗鉴
赏词典》《中国古典诗词曲赋分类鉴赏词典》《中国散文百家谈》等多部大型著作的撰稿；主编和选
编各类文学图书二十种。
文章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视艺术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数十种选刊、选集、合集，并多次被高考语文试卷选用。
作品先后获中国散文学会“首届冰心散文奖&#8226;理论批评奖”，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郭沬若散文随
笔奖&#8226;优秀编辑奖”，第四、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鲁迅研究会“我读
鲁迅”全国征文奖，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新世纪优秀书评奖”，辽宁文学奖&#8226;文学评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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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代前言）朱皇帝与文人鹃声雨梦悼英魂文人风骨为患者朱元璋做的心理咨询清
白的代价东林悲风商女的挽歌悠悠千古一毒瘤戚继光：风雨中的城墙悲壮的九宫山旧宫殿（节选）明
人笔记杂侃（节选）铁骨孤忠在鹰犬与勇烈之间——从周遇吉说起李自成与唐甄寂寞陈圆圆 古堡夕阳
严嵩父子——读《钤山堂集》寂寞的徐霞客笔底明珠无处卖——我看徐渭谒张居正墓朱棣制造的政治
泡沫天风吹我不能立人生贵在行胸臆［八艳］的脂粉东坡与刚峰看那个野性勃发的王朝——《郑和》
溅起的猜想一条船能走多远——郑和下西洋六百年祭大明兵裔写入青史总断肠关于柳如是绵羊世界历
史不忍细看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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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观柳如是的一生，曲折而悲惨，奋斗而不屈。
这对于一个青楼女子实在难能可贵。
在刻苦研习琴棋书画和与文人名士聚酒文会、诗词唱和的过程中，也使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和
渴望自由独立的思想逐渐形成。
柳如是倾心爱慕陈子龙就足以看出她强烈的爱国忧国意识。
陈子龙，字大樽，号卧子，松江人，崇祯十年举进士，官给事中，行官江浙，政绩斐然。
他是明末复社主将，又是几社创始人之一。
以他为主形成的云间派诗人对诗坛影响很大。
甲申之变后，陈子龙向南明弘光帝上书三十余章，力陈改革及反清复明大义，被奸佞排挤出朝。
顺治二年，清兵南下，陈子龙起兵抗清，事败被俘不屈，投水而死。
柳如是深深敬佩陈子龙的高德大才，撰写（男洛神赋）赠与陈子龙，直言陈子龙是自己所追求的偶像
。
二人同居多年，后虽被迫仳离分别，但柳如是一直把她与陈子龙之间枕席燕呢之私升华为高尚的精神
之爱，在此后的六七年间，竟未觅得一个知音。
崇祯十四年，经汪然明等人力牵红线，柳如是与钱谦益结为伉俪，时年柳如是24岁，钱谦益60岁。
当时，钱谦益十分折服柳如是的风采，十日之内为柳如是筑成“我闻室”，后又建了专供藏书的“绛
云楼”，并称其为“河东君”，从此诗词酬和不绝，成为当时东南文坛的盛事。
顺治二年，南京被清兵攻占，柳如是力劝钱谦益殉国以保名节，而钱谦益没有勇气，如是自己“奋力
欲沉池水中”，被家人救起。
后来，做了弘光小朝廷首辅的钱谦益率群臣降清，但只在清朝做了五个月官便称病南归，不再出仕。
在柳如是的激励之下，又重新萌发反清复明之心。
此后的几年间，在反清复明的一系列活动中，柳如是充分显示了爱国主义的侠肝义胆。
顺治三年，江阴黄毓棋在舟山起义抗清，如是亲自到舟山慰问义师。
仁武伯姚志卓兵败，想再度起事，柳如是卖尽了金珠首饰，支持姚恢复了“一军”，并以自家为秘密
联络点，为义军传递蜡书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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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几年来，曾经轰动一时的文化大散文，开始不断受到来自学术界和文学界的批评。
譬如，有的文章指出：某些文化大散文，篇幅很长，框架很大，但內容不过是对一般文化现象或历史
结论的复述，因而显得虚浮空泛，大而无当。
也有的文章认为：不少文化大散文把原本属于背景的案头资料，当成了叙述的主要对象，满足于抽空
了生命体验的“掉书袋”，以致无形申丢失了艺术的魅力。
还有的文章，发现了文化大散文存在的模式化、批量化倾向，觉得长此以往，只能导致审美疲劳。
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有的学者便提出了“不读文化大散文”的口号。
还有的论者则干脆断言：文化大散文必将寿终正寝。
应当承认，学术界和文学界对文化大散文的批评是有的放矢的，它们比较及时、也相当准确地揭示了
文化大散文在经历了最初的成功乃至辉煌之后，很快就出现的一些弊端和遇到的一些问题，阐明了这
些弊端和问题对文化大散文所造成的损耗与伤害。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学术界和文学界针对文化大散文所提出的全部批评，都只具有“末”的、“
术”的性质，都只属于作家个体精神质地的欠缺和艺术经营的失误，而并不能说明文化大散文自身的
无可救药，即它在文体上的先天不足。
无法自立。
因此，那种仅仅凭借文化大散文创作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就从根本上否定该文体的观点和说法，是站
不住脚的，至少它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事实上，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晚近崛起的散文样式，其艺术旅程虽然尚短，但独特的社会价值和丰赡
的审美意义却已经呈显出来。
在这方面，我们且不说它的优秀篇章如何以严肃而生动的言说，普及着广大读者的专业知识，提升着
他们的文化修养；也姑不论它的精彩之作怎样以大胆的艺术尝试，丰富和拓展着散文文体的艺术表现
力；即使单从现代散文史的角度加以观察和审视，它的宏观追求与基本风格，就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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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
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
为什么呢？
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使很自由地贬
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
　　——鲁迅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博识大明>>

编辑推荐

《续写的史记(文化名家读史录):博识大明》：历史给散文以骨钙，散文还历史以性灵，于是，在历史
和散文的嫁接处，盛开了美不胜收的奇葩异卉。
文心远绍史家之绝唱妙笔再现无韵之离骚心牵百代书中事笔拭千秋纸上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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