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1年中国散文精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01年中国散文精选>>

13位ISBN编号：9787535423023

10位ISBN编号：7535423027

出版时间：2002-2

出版时间：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页数：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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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中国散文精选>>

内容概要

　　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对生活的感受同样是绚烂多姿的。
每一处心灵细读，每一幅心灵图景都是一个令人神迷的妙幻世界。
在一种灵感闪烁中把握生活细微，在生活细微处凝练成一种别样的灵感笔触。
这便是散文，在看似零散的笔触之下，却凝聚着无限的生活感悟真谛，凝练着精神⋯⋯　　　本书收
录了2001年度优秀散文80多篇，收录编纂秉着"大散文"的概念思想，力图让大文化、大科学和其它边
缘科学等与散文血乳交融，故而在内容的选择范围上比一般的散文集更加广泛，也更加具有创见。
全书将所收录的八十多篇散文归为"生活音韵"、"世观点题"、"读人说史"、"心路历程"、"谈艺札记"、"
另类散文"、"科学随笔"七类。
在这些散文的收集编撰中，追求新意是其一大特色。
例如在"另类散文"类中，共收录了五篇作品，它们在散文领域中都体现着新时代的一种"新"的意味。
如其中徐坤的《时尚是一条狗》基本算是受到了网络文学的浸淫，从"时尚"入手，为读者展示了大街
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种种，以及人们表现种种--他们的活法、快乐与焦虑、内心的焦灼等等，细细道出
本于生活之中却往往没有进入我们的眼帘的生活幕幕。
李敬泽的《海原狼至雨》则是努力在追求新的散文形式，每一小段似分又连，似连又分，显示他相当
独特的散文表达方式。
其次，"世观点题"、"谈艺札记"、"科学随笔"等类也是较新的选编。
"世观点题"观社会现象而发表自己的观点，俱是出于社会责任感的写作；"谈艺札记"则理论性相对较强
一些，吴冠中大师细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邹文博士站在科学与艺术之间，揭示着真善美的境界；"科
学随笔"则向我们展现着这个多彩世界的广阔视野，让读者勘读现今主宰世界的科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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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没有比一条旧乌篷船上的锅更旧的了，像船那么旧：瑟瑟发抖的布篷早已辨别不出最初它是黄的
还是蓝的，竹编的筷子笼挂在舱口，里面插几双十色木筷，就在它的下面，是炉子和锅。
　　锅盖已经坑坑洼洼的了，可是里面却煮着令人垂涎的鱼汤。
粗糙的大手抓起锅盖，朝已呈奶色的鱼汤里撒了反香菜细葱末。
接下来你会看到船头立着一个喝汤的人，喝了一碗他会再盛。
一连几天我都看到这个情景，有一天傍晚，情景里多了我。
鱼是卖剩下的杂鱼，我坐在锅旁听着咕嘟咕嘟的响声，一口锅把一条船变成了一个家。
　　锅，自从你使用它的那天起就开始赋予它生命，之后，它的寿命几乎等同于你的寿命，甚至还要
长。
　　我家有一口很旧的锅，是母亲当年从日本人手里买来的，叫“大尾巴锅”，双层，大耳，像怪异
的葫芦，耳沿架到炉台，下层那个大肚则完全贴在火上。
那是质量相当好的钢锅，似乎它只能旧而永不会坏。
看一眼就可断定它不是二三百年以内的东西。
据说这种锅在日本十分古老，人们直到今天还喜欢用它。
但频繁用电用气的今天它几乎该下岗了，我见妹妹把它擦得干净净，用纸包好，悬挂在仓房的棚顶。
　　极少见到人们随随便便把旧锅扔掉，它凝结的情感很厚，具有一种虔敬之意。
用它的时候，获得的是熟视无睹的安慰；不用了，它让人感伤。
而锅的主人一旦不在了，他用过的锅也成了最后的留念。
我总是从一口黑色的、几乎没沾过大油的小锅上怀念一个人，一直看到流出眼泪⋯⋯　　人和锅的感
情实在是很丰富的——我曾见过一家老小七八口人围住一口锅吃饭，吃得热火朝天人人出汗，这是一
户穷人，家里没有足够的碗。
也有相反的情形，人们围住一口锅是缘于传统的饮食方式，一口锅增加了人们的凝聚力。
在云南的深山里，锅吊在两棵树中间，锅里是刚从河里刺上来的鱼，眼见一轮满月爬到锅沿喝汤⋯⋯
那是我的朋友们，锅加深了友谊的滋味。
　　老锅总是很了不起的。
在北方农村，一口铸铁大锅往往够几代人用，一般人家屋里最显眼的是一口或两口锅，能和它相提并
论的只有家谱。
锅相当大，被女主人擦得干干净净，盖着旧木盖，水蒸汽从木缝中一缕缕冒出。
主人和你说话时，粗指关节会在上面自豪而谦逊地敲敲。
　　火上的老锅煮出的东西就是好吃，仿佛锅本身在散发它固有的滋味。
如果说米是实惠的字句，那么锅能将其升华。
假如可能，我情愿背一口锅(当然不能太大太新)长期旅行去，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一口锅陪伴我就
不会害怕黑夜。
小时候玩“过家家”游戏时，我总是用泥捏一口小锅，之后再做碗和盘子，对我来说那是一口最古老
的锅。
　　锅是属于主妇的，许多年里它是家庭权力、地位的象征，假若你仅仅是仆人，你只能使用锅而不
能拥有锅，而一个不能拥有锅的人称得上真正的一无所有。
一口被使用了几十年的锅外人是不可轻易染指的，我在人家的厨房里会感到不自如不顺手，感到锅的
敌意，像在生人家里过夜一样不习惯。
当然会不习惯，要是人人都能轻易接手一口旧锅，锅也不会有如此深情和魅力。
锅和炉子一样，是认人的，还是忠诚的，尤其是对老年人。
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她六十岁时整个厨房还是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抹布如手巾一样洁净。
她一生都在重复着扫、擦、洗的过程，而一尘不染也是一种艺术，尤其是厨房，尤其是锅。
她把刷净的锅倒扣着，锅底锃亮，手指一碰就音乐响起。
她不喜欢别人碰她的厨房，有了伤心事她到厨房去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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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婆婆活着时她只在厨房干粗活，后来她成了主人，只有在厨房里她才漂亮、有精神。
七十岁时，她的厨房有了少许灰尘，但锅——她最新的锅也是几十年前的，——还是干干净净；即使
她干不动别的，还是能擦亮锅。
八十岁时，锅盖是亮的，别的就不能保证了，而且，厨房里有了保姆，她看保姆做饭时的眼神哀伤、
复杂，我知道了什么叫生命的“力不从心”。
我目睹了这过程，时光的尘埃就是想埋住我们的锅啊，她今年已八十八岁了。
　　一个人到了老年，可能没有什么人陪伴身旁了，只有一口老锅是他的老伙计，这情景想来又心酸
又温暖。
我几十年的生活中经历了不少变化，有一天我检视我的老家具，没什么了。
第一次婚姻的印记就剩一口铝锅，它在三五平方米的家里做过饭，在二三十平方米的家里做过饭，现
在，我住进了一百平方米的房子，它还在为我做饭，只是与我一同吃饭的人变了⋯⋯和锅相比，碗、
筷、勺子等等显得易损易变，小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也极少打碎一口锅，锅的命运是永远被使用，
与生命同在。
　　我小时候，夜里常常被一阵奇香的味道弄醒。
那时我们住老房子，锅台连着炕，住在炕头的人，头顶就是锅。
母亲常常半夜三更煮一锅猪蹄，几小时后软烂浓香。
我一骨碌爬起来，睡眼惺忪地瞅着奇怪的母亲，她朝我努努嘴、摆下手(旁边还有妹妹傻乎乎地睡着)
，然后从锅里叉起一个猪蹄。
我盘腿而坐，精神抖擞地享受人间美味。
那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因为那以后，再也没有比那更快乐、更幸福、也更像梦的了。
　　　　下午，我出门，为的买玫瑰花。
车行在缠绵的细雨中，思绪沉浸在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的短诗《呵，一朵红红的玫瑰》里：“一朵
红红的玫瑰，呵，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盛开⋯⋯”现下虽然才二月，但今天十四
号，是情人节，乃玫瑰花理所当然地领衔的日子。
逢上这个洋节日，给老妻献上玫瑰花，是近几年才有的事。
中国人，特别是结婚多年的夫妻，讲究“包子馅不在摺儿上”，花不花，从前很少关注。
前年今日，妻子下班回来，特别告诉我一个笑话：她朋友的一位女同事，每年到了今天，呆在家里的
丈夫，都趁她在上班，委托花店送一束红红的玫瑰花到公司去。
送花的黑人小伙计奉命，进了门大声吆喝：“X X X小姐，你先生给你送花来了!”她业已作好准备，
老远“哎”地应了一声，不胜娇羞，也不胜骄傲地款款其莲步，穿过工作间，在所有同事或艳羡、或
讥笑的目光中，扬起化妆得宜的脸，把花束接过。
十分钟以后，她紧紧抱着这爱的象征物、姻缘的信物，喜滋滋地，甚胜其烦地，挤巴士回家，和刚完
成送花盛举的丈夫见面。
妻子言下，露出不屑的神情。
我当时领会错了，以为妻子对“形式主义”不感兴趣，我因此可顺水推舟，免去送花的开销和麻烦。
不料，我很快侦知，和我同床共枕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上的女人，并不排斥浪漫；至少，如果我买了
，她断断不像看到我买上精装书或者镭射唱片时那般，心疼地唠叨一句：“哎哟，这么贵呀?”　　更
年期的太太还像不像“红红的玫瑰”是一回事，今天的玫瑰花，价钱倒绝对地是全年之冠。
花店老板，今天不趁火——爱火——打劫，关门得了。
去年，我们那在大学时以金融财经为本科的乖儿子，有鉴于此，在情人节前一天，买来一株玫瑰花，
藏在电冰箱里，次日一早送给妈妈，此举颇类于股市投资中的“逢低吃进”，钱固然省出三分之二，
可惜“应景”应得太露骨。
妻子虽然貌似毫不介意，还半开玩笑地向好些朋友说起，对儿子的“学以致用”有所揄扬。
可是我听起来不大对劲，仿佛亲情掺了水似的。
进一步说，在情人节，儿子献花给妈妈，迎合时俗而已，如果不算十分“文不对题”，充其量是“锦
上添花”；老公献花呢，乃爱情的再表白，再确认，再承诺，形如“雪中送炭”。
所以，我必须鞠躬尽瘁，惟玫瑰花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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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不到，宁肯冒遭园警捉获，吃罚单，坐班房的危险，到金门公园的“玫瑰苑”去偷，也非得赶在妻
子下班以前弄到不可。
　　路过一处小花店，门口摆满鲜花，玫瑰首当其冲。
此刻是下午四点，花摊是专为五时以后下班的人士摆的。
戴围裙的老板，奋战了大半天，如今两臂交叉胸前，观览着雨中驰过的车辆，神态矜持有如古时“学
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文土。
我把车子停下，走近花摊，刻意摆出“与世无争”的款儿，缓缓浏览。
成束成束的红玫瑰，今日的花中之后，洒着自来水，雍容华贵地挤在水桶里。
所谓“爱情无价，爱情的附件却无一不附价目牌”。
一打庄的红玫瑰，标价三十四块九毛九。
两打庄的，要五十三块。
作为陪衬的蓝色毋忘我、绛色康乃馨、杂色迎春和郁金香，价钱也水涨船高，一束动辄二十元、三十
元。
我庆幸妻子不算豪奢型，更庆幸我们夫妻一贯实行共产主义，钱从来不分家；也就是说，我要是手面
阔，她的经济利益也受损害。
所以，她从来没指望虽堂皇却有损家庭预算的大束玫瑰，“意思”到了就行。
我近年来为应节，都只买一朵，以迎合彭斯的诗题；当然，是带梗带一片以上的绿叶，满像一回事的
那种。
我再扫视店内，老板果然也为寒酸若我辈者作了准备：单株玫瑰，标价七块五，加百分之八点五的购
物税，将近九块。
犹记得去年情人节，我上晚班，近午夜下班，开车到通宵营业的“赛夫慰”超市去，最中看的“含苞
欲绽”型红玫瑰早卖光，零零散散的几株，还呆在电冰箱里，略显残败，但把外头的花瓣剥去，应急
是没有问题的，一株才卖三块九毛九。
我喜出望外，买下一朵，小心翼翼地带回家，妻子破例没睡觉——在等着呢!　　七块五，宰得太凶，
我在花店老板半是鄙夷半是失望的眼神下离开。
反正还早，货比三家不吃亏。
我到了“赛夫慰”超市。
门旁的电冰箱里，却不见玫瑰花，难道卖光了?我有点着慌。
问售货员，原来店里有店，花摊设在内里角落呢!单株玫瑰有的是，标价四块九毛九，比去年贵了一块
钱。
这通涨倒合情合理，须知本地区的房价，一年内涨幅达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爱之证物焉得不涨?两位华
裔姑娘在柜台后忙碌着。
两位小伙子：一位白人，一位同胞，各各选了一束玫瑰花，等着付款。
我好奇地探过头去，好壮观的爱情“附件”!他们抱在怀里，脸给遮掉大半。
每束要六十来块呢，他们都高昂起若有所思的头颅，大概在想象恋人接过鲜花时，那种胸有成竹的喜
悦吧?我有点自惭形秽，退下几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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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编选说明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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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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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与我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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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选四种。
适当的时候再增加诗歌选和微型小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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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会忘记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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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文学卷由李炳银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
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忐负责；　　微型小说卷由郑允钦，张越和吴雁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1996年9月—200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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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对生活的感受同样是绚烂多姿的。
每一处心灵细读，每一幅心灵图景都是一个令人神迷的妙幻世界。
在一种灵感闪烁中把握生活细微，在生活细微处凝练成一种别样的灵感笔触。
这便是散文，在看似零散的笔触之下，却凝聚着无限的生活感悟真谛，凝练着精神⋯⋯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1年中国散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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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