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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时期散文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繁荣之后，在新世纪的六年中，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发展
势头如何在编选中国散文年选的过程中，通过大量阅读报刊书籍上的散文作品，笔者形成了对散文创
作情况的基本认识：散文并没有如一些评论家预言的那样走向衰落，而是在全民写作的氛围中，在实
际的长进中孕育着新的希望。
在内容上，对心灵与命运的叩问，对历史文化的人性发掘，对乡土与底层的关注，对亲情的深层表现
，体现着新世纪散文作家的精神走向，也使散文创作拥有了众多读者。
同时，由于散文所具有的文体特质，使其在信息时代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创作数量最丰、作家队伍
最庞大，在报刊上拥有版面最多同时也最受读者关注的文体。
网络的发展尤其是博客的流行更带给散文以巨大影响，它打破了写作的门槛，解构了话语霸权，越过
了评审环节，给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人提供了平台，可以说，有互联网的地方就有散文写作。
散文真正成了无拘无束的自由之花，在中国大地的任何一个角落尽情绽放。
　　一、“撇去人生泡沫”，切入永恒主题　　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财富r同时也
带来对人的心理和观念的巨大冲击，物质发达与精神匮乏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
人生处在一种极度浮躁和茫然的状态中，为生存忙碌，为物质享受奔波。
许多时候，人们有意回避或无暇顾及精神问题，越来越做了物质生活的奴隶。
但是，有意逃避的东西并未走远。
人类生存痛苦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强烈了。
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才快乐生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始终存在，而在今天，对意义的探寻，对理想的坚守
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主张，因为它是对物欲激增而精神衰减的状态的一种反抗，因而，增加了一些
悲壮的色彩。
　　韩少功提出“进步的回退”。
他说：“文学永远像是一个回归者，一个逆行者，一个反动者，总是把任何时代都变成同一时代，总
是把我们的目光锁定于一些永恒的主题：比如良知，比如同情，比如知识的公共交流。
⋯⋯生活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文学也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
它的谜面”（《进步的回退》）。
因此，文学就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一个饭碗，对文学的执着就不是一种功利的谋生手段，而是一种坚
守，是一种坚守中的进步。
史铁生看到在一些作家那里，“写作变成潇洒，变成了身份或地位的投资”，变成“比赛、擂台和排
名榜”的现象时，他重温了罗兰·巴特的一句话：“写作的零度。
”他说：“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
，即灵魂最初的眺望。
”从这些生命的也是文学的元命题出发，不过问技巧，不去派什么用场的“诚实”地写，“安静”地
写，“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回到最初的眺望”，“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想念地坛》）
。
张炜则把时代剧烈变动中作家的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山脉式的作家”，“世界对于他们是观察的
对象，而不是跟从的依据”。
他们“好比是山脉。
不动，长存”。
“另一种是流云式的作家，被风扯动，极易消散，形不成雨”。
他欣赏“山脉式的作家”，希望“守住”、“不变”，“在独守独立的思索中向置身的这个世界发言
，吐出了逆耳之音。
环境问题，民主内容，人类技能的提高与精神萎缩的后果⋯⋯冲破伦理的困惑，努力提高历史的理解
力”（《方式和内心需要》）。
　　正是因为有人在物欲横流审美理想缺失的现实条件下，以文字守望精神高地，直接切人“生与死
”、“爱与孤独”、“幸福和痛苦”、“活着的意义”、“时间和永恒”等元问题，把形而上的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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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化，以诗性的语言表述自己的生命意识，启发心智，净化精神，才使散文的艺术张力得以充分体
现。
　　王开岭的《仰望：一种精神姿势》中执着于对星空的仰望并赋予其宗教的意义：“在我眼里，这
不仅是个深情的动作，更是一束信仰仪式。
它教会了我迷恋和感恩，教会了我如何守护童年的品行，如何小心翼翼地以虔敬之心看世界，向细微
之物学习谦卑与忠诚⋯⋯谦卑，人只有恢复到谦卑，生命才能获得神性的支持，心灵才能生出竹节的
高度与尊严。
”他从仰望中体悟人类的神性和诗意，但却遗憾地看到：“随着技术信心的膨胀和飞行工具的扩张，
人们却变得实用了、贪婪了”，“星空”变成了领地，“爱慕”变成了“占有”，精神的星空被“彻
底物理化”了，这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周国平的《走进一座圣殿》从圣埃克苏佩里的《要塞》中读出“生命的意义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
之中，但这不等于说，凡是过着这种生活的人都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人拥有了财产，并不等于就拥有了家园。
家园不是这些绵羊、田野、房屋、山岭，而是把这一切联结起来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除了是在寻找和感受着意义的人的灵魂，还能是什么呢”　　南帆在《七尺之躯的空间》中
面对人生的另一个难题：“七尺之躯需要多大的空间似乎没有人说得清楚。
”“东奔西走也罢，梦游八极也罢，突围也罢，守住也罢，我们至今还是不明白，哪一处是我们真正
落脚和藏身的空间”　　刘烨园“穿越人性深雨的蛮荒”，感受“苍凉”之美。
苍凉“只属于亲历的沧桑，属于几千年浸淫的血泊里，那和心灵一样无垠生长的柔暗青光——那是对
苦难的珍惜，是葆有生命的完整和活力的根基”，“苍凉”是“擦拭人生青铜的冥冥之光”（《致苍
凉》）。
　　詹克明从植物的生命过程中感悟生命的大道理：“生命必须包含等待，没有学会等待的生命就不
具备生存的资格”，“对生命而言，等待永远是一支瞄向‘发展’的满弓弦箭，它时时都在屏息静听
，候望天命信号”（《生命需要等待》）。
陈村在“年轻”成了‘‘辉煌的卖点”的状态下体会“老”的意义：这时，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
“心中安泰”，“将人生的泡沫撇去，汤就清了”，“人的文化，由各年龄段的人共同创造，没人能
划出一道界限，把线外的人一律忽略，称作废墟”（《人之老》）。
卞毓方的《少女的美名像风》是一首忧伤的歌，少女本来是一溪清泉，一朵山间幽香的小花，因为美
丽而出名，因为出名而成为一个街心花园雕塑的原型，却又因此而遭受中伤。
这实在是人生的一个悖谬，少女应当对命运说些什么潘向黎对于国人的求“变”之心与日本文化中“
不变”的因素的考虑（《好的东西，都是不变的》），林夕将女性生活中的男性当作第五只轮胎（备
胎）的形象比喻（《第五只轮胎》）都是以文学的方式思考着精神问题，渗入底里的总是那种人类长
久守望的诗意。
　　二、在历史回望中探寻精神来路　　如果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开创了新时期历史文化散文
的先河，那么，新世纪以来，王充闾、林非、李国文、卞毓方、梁衡、李存葆、石英、刘长春、郭保
林、杨闻宇、冯伟林、陈启文、王开林、李木生、张加强、筱敏、唐韵、素素、苏沧桑等一批作家的
作品则共同构成了历史文化散文创作新的景观。
　　1990年代末以来，历史文化散文曾一度走人困境。
这与一些作品存在的明显缺陷有关：一是作品中的历史叙述往往为知识所累，很难看到作者的情怀，
本应属于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引述，反倒成了文章的主体，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很小，使人读起
来难以喘息；二是缺少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化反省、灵魂撞击，缺乏精神的发掘。
在不少文化历史散文中，看不到那种穿透历史，进人人性、人生和精神家园层面的精神思索。
　　近年来历史文化散文创作得到了新的发展。
大量新作的接连问世给历史文化散文注入新的生机。
对传统的回顾，对现代化的吁求，对人性的思考，对传统艺术的整理和吸收，构成了作家们不同的写
作路向，但在作品中，都表现了宇宙感与文化感、人生感的融合。
如王充闾近年来的创作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分析探索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问题及其历史命运，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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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独立自由的心灵世界的向往和对扼杀个性、制造奴性的封建统治者的明确的批判立场。
王充间2002年创作的《用破一生心》在人性深度上超过以往，作品重在写曾国藩的生存状态：他活得
太苦、太累，他的痛苦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来自朝廷上下的威胁，位高权重的他终日陷于忧危之
中，畏祸之心刻刻不忘。
另一方面来自内在的心理压力，他要时时处处戴着人格的面具，一言一行都要维持高大而完美的形象
，同样是临深履薄般的惕惧，从而形成了他的分裂性格。
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有着宏伟抱负的曾国藩之流提供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
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实现立功成名的愿望，就必须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昏庸君
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倚重；而这是以丧失人格和一己的独立性为其惨重代价
的。
·通过对这类悲剧人物的解读，我们可以思考人生中的许多问题。
之后，王充闾又接连创作了《他这一辈子》、《灵魂的拷问》、《人生几度秋凉》等作品，通过历史
人物，解读人生，体现了思想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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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时期散文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繁荣之后，在新世纪的六年中，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发展势头如何？
在编选中国散文年选的过程中，通过大量阅读报刊书籍上的散文作品，笔者形成了对散文创作情况的
基本认识：散文并没有如一些评论家预言的那样走向衰落，而是在全民写作的氛围中，在实际的长进
中孕育着新的希望。
在内容上，对心灵与命运的叩问，对历史文化的人性发掘，对乡土与底层的关注，对亲情的深层表现
，体现着新世纪散文作家的精神走向，也使散文创作拥有了众多读者。
同时，由于散文所具有的文体特质，使其在信息时代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创作数量最丰、作家队伍
最庞大，在报刊上拥有版面最多同时也最受读者关注的文体。
网络的发展尤其是博客的流行更带给散文以巨大影响，它打破了写作的门槛，解构了话语霸权，越过
了评审环节，给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人提供了平台，可以说，有互联网的地方就有散文写作。
散文真正成了无拘无束的自由之花，在中国大地的任何一个角落尽情绽放。
    本书选编了2001～2006年间的优秀散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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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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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延◇伶魂　　凌鹰◇像秋冬的黄叶一样飘零　　张加强◇寻找远逝的江南　　杨闻宇◇红袖总被前
缘误　　筱敏◇人牲　　朱旭红◇西施是谁　　王开林◇宙斯的情人  在岁月的呼吸里醒着　　史铁
生◇想念地坛　　季羡林◇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史光柱◇春天，我的春天（外一篇）　　宗璞
◇告别阅读　　白岩松◇家在途中　　陈祖芬◇看到你，知道什么是美丽　　柳萌◇常常地这样想　
　张予佳◇都市漂流　　池莉◇一个人的火车　　刁利欣◇在岁月的呼吸里醒着　　肖复兴◇喝得很
慢的土豆汤　　李家同◇癌症细胞　　何申◇爬花楼　　何立伟◇平静是叫热闹打破的　　周晓枫◇
一笔赃款　　红杏◇我眼睛的花园　　凌仕江◇一个人的哨所　　冯骥才◇我与《清明上河图》的故
事　　谢冕◇悲喜人生　　余秋雨◇中年人最怕的是失去方寸　　张越◇你竟敢如此透明？
　　张国龙◇我不认识你，但我记得你　　王晓莉◇在人群中疗伤　　王鹏◇狗也寂寞　　马莉◇伤
害　苍穹下的仰望　　林非◇在卢梭铜像面前的思索　　冯骥才◇燃烧的石头　　周国平◇在维纳斯
脚下哭泣　　余秋雨◇布拉格　　马力◇爱丁堡的雨打湿我的感觉　　王开岭◇谈谈墓地谈谈生命　
　南帆◇马克思之墓　　张抗抗◇感悟珍珠港　　张清华◇苍穹下的仰望　　朱增泉◇朱可夫雕像　
　张承志◇视野的盛宴　　张胜友◇徜徉巴黎　　祝勇◇木质的京都　　雷抒雁◇红豆鸳鸯雨　　韩
小蕙◇什刹海滋味　　翟永明◇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　　肖凤◇庞贝废墟随想　　苏沧桑◇平湖秋
月·一朵等爱的荷　　郭保林◇根之魂　　素素◇模仿的大连　　彭程◇快乐墓地　　徐虹◇走进一
张邮票　　楚楚◇武陵人远桃源近　　迟子建◇尼亚加拉的彩虹　　洪烛◇圆明园　今世的五百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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眸　　贾平凹◇看世界杯足球赛（节选）　　冯秋子◇两极舞蹈　　冯景元◇藏说　　林希◇走路　
　铁凝◇德加眼中的芭蕾舞女　　张远山◇人与门 　　毕淑敏◇今世的五百次回眸　　梁晓声◇沉默
的墙　　乔勇◇洗澡　　汤正启◇小人物和小生物之间是命运　　文雯◇独饮玫瑰　　陆文夫◇脚步
声　　毅剑◇我是如此关注一只“狼”　　于颖俐◇婉约的丝绸　　傅菲◇火车多重奏　　庞培◇波
浪说　　黑白◇怀旧的旧　　朱以撒◇手势　　徐晓杭◇瓜三篇　　谭延桐◇一个灵魂在路上　　张
汝伦◇生命与读书　　徐鲁◇风雨　　成方圆◇手写的青春　　马明博◇安静，一下午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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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先者关于“生命、时空、信念⋯⋯”的声音中，有一帖话，于我堪称最璀璨、最完美的表述，
此即康德的墓志铭：“有两样东西，对它们的盯凝愈深沉，它们在我心里唤起的敬畏与赞叹就愈强烈
，这就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　　“仰望星空”——许多年来，这个朴素的举止，它所蕴含的生．命美学和宗教意绪，一直感动
和濡染着我。
在我眼里，这不仅是个深情的动作，更是一束信仰仪式。
它教会了我迷恋和感恩，教会了我如何守护童年的品行，如何小心翼翼地以虔敬之心看世界，向细微
之物学习谦卑与忠诚⋯⋯谦卑，人只有恢复到谦卑，生命才能获得神性的支持，心灵才能生出竹节的
高度与尊严。
　　如果说“仰望”有着精神同义词的话，我想，那应是“憧憬、虔敬、守朴、遵诺、履约、皈依、
忠诚⋯⋯”之类。
“仰望”——让人端直和挺拔！
它既是自然意义的翘首，又是社会属性的膜拜；它可形容一个人的生命动作，亦可象征一代人的文化
品性和精神姿势。
因此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观察习惯：看一个人对“星空”的态度——有无“仰”之虔敬？
有无和“仰”相匹配的气质⋯⋯某种意义上，看一个人如何消费星空，便可粗略判断他是如何消费生
命的。
于一个时代的整体人群而言，亦如此。
　　在古希腊，在古埃及，在古华夏，当追溯文明之源时，你会发现：最早的文化灵感和生命智识莫
不受孕于对天象的注视，莫不诞生于玉穹苍庐的感召和月晕清辉的谕示！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世纪优秀散文选（上下）>>

编辑推荐

　　进入二十一世纪，散文创作仍然欣欣向荣、气象万千，成为文学园地一道亮丽的风景。
《新世纪优秀散文选（2001-2006）（上下）》选编了2001～2006年间的优秀散文作品。
内含随笔、杂感、小品等；或记事或抒情，或写景或议论，大至宇宙人生，小至个人琐事，坦率地表
达个人思想志趣，淋漓尽致地宣泄内心感受，真实地记叙所见所闻，可谓字字珠玑，篇篇华章，它是
一座智慧宝库，供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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