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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6句话读懂传统文化》
孔繁轲 孙书文著
学习出版社

深度思考能力是提升
行动效率的关键，这种能力
可 以 通 过 学 习 和 训 练 获
得。在本书中，作者基于其
近30年的教学生涯、研究实
践和个人成长历程，创造性
地提出了“源思维”这一深
度思考模型。该模型通过
三个关键步骤——还原事
实、辨析因果、锚定切口，构
建了一个从思考到行动的
完整循环。

《源思维》
何艳玲 著
中译出版社

本书以娓娓道来“讲
故事”的方式深入挖掘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
精神特质，透过文字中的
故事、文化中的故事、实
践中的故事，生动阐发“6
句话”的丰富内涵，希望
借此讲清楚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
脉络。

《寻味西北》
张子艺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以一位旅行者的
身份走进西北的千家万户，
品尝从家常便饭到节日盛
宴的西北美食。热气腾腾
的汤面条，香气四溢的羊肉
抓饭，街头的烤肉串，家庭
聚餐中的臊子面……那些
简单却充满力量的食物，
承载着西北人对生活的热
爱和对传统的坚守。

本书是百岁老人季
羡林分享给年轻人的生
活智慧，甄选 48 篇经典
之作，囊括压力、恐惧、
成功、朋友、消费、读书、
人生等话题。其中，《做
真实的自己》《不完满才
是人生》等名篇在各大
网络平台广为传播，治
愈万千读者。

《不喜不惧过一生》
季羡林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风物还是旧的好。我大抵以为，文章也还是
旧的好。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写道：“凡一代有
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
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
莫能继焉者也。”世代交替，文风迥异，散文写作
的格局变化殊大。当下散文写作百花齐放，各大
刊物倡导大散文写作，文体内容注重深挖，讲求
细腻、繁杂，以文喻树，根深蒂固，那些枝枝叶叶
更加茂密了，然而叙事宏大近于小说体的大散
文，并非无懈可击，追求简洁、讲究朴素的散文亦
非一无是处。一位成熟的作家，经历文字千锤百
炼，一定会形成自己的文风，在写作中找到适合
自己的风格很重要，任何模仿与跟风无助于构建
自己的写作体系。

《真爱》是上世纪末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
版的一套世纪名家散文经典大系，这套书分为上
中下三册，第一版出版在 1995 年 6 月，很可惜后
来没有再版。我在三十年前在一家书店得以目
睹这本文集，它为我打开了散文世界通往彼岸的
一扇窗口。时隔三十载，我重读这套旧书，并向
诸位文友进行极力推荐。我确信，在商业发展迅
猛的时代，像这样纯粹的散文合集不会再现，即
使今日仍有人汇集出精美的散文，但经典很难再
现。即使时间过了三十年，这套文集看上去仍很
精美，蓝色的封面富含古典美，以敦煌莫高窟为
背景，一尊铜色佛像金光闪闪，显示出慈悲的形
相和智慧的光。这套书是汇集选编，不乏展示出
一个世纪以来以张爱玲、周作人、余秋雨、余光中
等名家为代表的名篇，他们的散文影响广泛，文
风独树一帜。其次，在文学上的成就，有着让人
难以企及的写作高度，已为后人树起一座文学灯
塔。

在今天，我仍探讨这套经典大系的文学价
值。当翻阅这些熟悉文坛前辈的名字，有些已经
作古，有些已到了桑榆晚景，他们不再活跃于今
日文坛，他们的散文以深刻的哲理和深邃的思想
直抵人心，于今日散文写作者仍具有重大启发意
义。读过这套文集的读者，大多已年过半百。时
光渺远，时光也很短暂，唯愿经典重现并得到传
承，是我推荐这套书的初衷。正如编者说：“拿在
你手里的，是一套前所未有的书。”它无论在哲学
层面还是在困惑人类精神层面上，均有所体现。
散文在写作题材上较为广泛，范围庞大，我们为
什么要写散文，散文要传递什么样的文学价
值？也许只要认真读过这套散文集，我们或多
或少能从中得到启发，找到写作的价值所在。

这套经典大系呈现了上世纪以来文化散文
的独特魅力及艺术张力，以余秋雨《莫高窟》、贾
平凹《敦煌沙山记》、韩少功《戈壁听沙》、扎西达
娃《聆听西藏》等作品为例，或呈现文化古都敦
煌灿烂的历史；或从一片戈壁滩里追溯历史的
源头；或描写万里无云的西藏高原，沐浴在阳光
下，人们心平气和地交谈，闲聊，默默地朗诵着
六字真言……在他们笔下散发着古老的文明和

浓烈的地域文化气息。余光中的散文诗一般的
语言，探索深奥的生死命题，隐含着内在的悲
悯。在当代散文里，有许多有别于当下散文写
作的作品，不乏抒情散文，如《那夜在谷底燃烧》

《寄至何方》《无歌的歌手》《夜空下》《一个人的
时候》《深夜的嘉南平原》等散文经典反映出上
世纪 90 年代散文的璀璨和多元性，这些作品有
着古典元素和美学内涵，也不缺少思想深度。

这套散文以优美隽永的语言，古典文学美
的特质亦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并不时闪烁
出思想的火花。即使过了多年，我仍可从中觅
得许多闪亮的佳句，如张菱舲《那夜在谷底燃
烧》：“为什么已如此遥远，野火已将泥泞的记忆
燃烬。那夜的雾，仍凝结于你的短暂我的永恒，
情人谷里没有你的足音，归去时那段泥泞路上
没有你的足迹。”散文里蕴含诗一般的语言，情
感隐晦、克制和平淡。将诗意很好地融入写作，
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散文的审美度。当下提倡写
实是一种趋势，虚与实的结合也有其必要，散文
中作者情感的表达，有时候需要更平淡一些。

《寄至何方》作者黄一鸾生于四川成都，成
名在上世纪 90 年代，如今已过古稀之年。《寄至
何方》是其代表作，她以平实的语言叙述母亲的
离去：“没有人知道你走了，而我留了下来。”在
远去岁月里追溯推移的时光，那种大悲无泪的
情感，跃然纸上，黄一鸾的散文充满真情和感
伤，作者与自己的内心对话，文字从心中袒露而
出，自然而坦率，深深打动读者。文章有时候当
你刻意而为不一定写得完美，源自内在的声音，
往往更容易打动人。

这套文集涵盖了散文家对个体孤独、生命
终极走向以及信仰的认知表达出独到见解。作
家戴厚英《灵魂到底有没有呢？》是其对人类未
知维度的思考，多年来，她一直研究人性，对人
的生存状态倾注了巨大关怀，并发出：“人的存
在到底是什么？”很惋惜，写完这篇文章没多久，
一个受过她帮助的人，竟然上演了“农夫与蛇”
的悲剧，残忍地击倒了她，这位专注人性探索的
作家竟然被人性反噬。冥冥中不幸被她言中：

“倘若能让我迷途知返，我愿意再一次走时祭
坛。”这件事在上世纪末国内文坛引起轰动。人
相信善良，有时候却低估了人性。时至今日，这
位著名女作家恐怕已渐渐被人遗忘，但也仍有
一些读者再重读她的文字时，再次提起她。

这套文集写作者的感性抒情得以充分展
示，散文理性的层面同样得以彰显。王开林《无
歌的歌手》表现出深刻的哲思：“世间的欢乐和
悲哀，半是社会所加，半是唯人自取，社会所加
的那一半我们无法改变。就只有承受；而另一
半是我们可以主沉浮的，既不受别人摆布，也不
受时势压制。”台湾女诗人涂静怡《夜空下》以夜
为依托，表达出对个体生命孤独的思考：“我没
有多少朋友，我是我自己最好的友人。”大凡思
想者，他们并非排斥孤独，因为只有孤独才能迸
发出生命的深层思考，洞悉事物的真相。关于
孤独，尼采认为，孤独是真正思想家的命运。叔
本华说，人性越完美，人就越孤独。

《真爱》是当代散文经典的一次合集，凸显
出文学的思想性和美学价值，载入这套世纪名
家散文经典大系的当代作家，除了余光中、余秋
雨、贾平凹和韩少功，还有阿盛、洪峰、张中行、
周国平、池莉、裘山山、蒋子丹、张晓风等，他们
或许不是当代最出色的散文家，作为具有时代
意义的散文写作，他们的散文写作是当代文学
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当然，并非每一篇文章
的思想能够完全达到见解无误，我们读这套文
集，是否能从中得到启发和受益，如何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这需要读者去从中辨别。阅读一本好
书，吸纳其中正确的知见显然很重要。

当下散文写作，新一代崛起的散文家有李
娟、刘亮程、李修文等，然而余秋雨、贾平凹、韩少
功等散文家作品的文学价值仍旧不容忽视。写
上这些文字，为延续经典，也为我对上世纪以来
在散文领域影响深广的作家表示深深的敬意。

重现散文的经典
——读世纪名家散文经典大系《真爱》

■ 黄俊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