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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高兴得知羊城晚报《花地》副刊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更高兴地得知“花
地”副刊决定，在今天的纪念会上，把50年来积累下来的副刊制作成电子文本，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
馆收藏。
这是意义重大且深远的事件。
因为，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是文学副刊中不可多得的旗帜性园地。
从1957年10月1日她和羊城晚报一起面世开始，就以独树一帜的姿态引人注目。
我以为，“花地”之有今天，固然由于她版面的气势和每天一刊的流量，更由于她历经半个世纪而不
变的对文学的执着，由于她50年来荟萃了那么多名家名篇，推出了那么多文坛新人，思想活跃、栏目
新颖，与时俱进，锐意图新。
因此奠定了《花地》在中国当代副刊史乃至文学史上无可动摇的地位。
在她创刊50周年之际，她欣然选择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纪念大会，同时又欣然捐赠50年积累的精神成
果，可以说实至名归，具有充分的自信和深刻的含义。
为此，我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对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创办50周年表示热烈的祝
贺！
对《花地》的珍贵捐赠，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还要指出，《花地》捐赠的意义还不只是在《花地》本身，我希望以此为开端，随着《花地》
越办越好，继续得到《花地》的捐赠，我还希望得到全国各报纸副刊乃至海外华文报纸副刊与《花地
》相类似的捐赠，那样，我就可以自豪地宣布，我们拥有中国当代副刊史的丰富馆藏，在中国现代文
学馆，也算为文学副刊的研究作出了一些贡献！
　　50年来，在一代一代编辑的苦心经营下，《花地》成为了一片文学的热土。
《花地》的文章作品，品位不俗，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和热烈的时代气息。
我还记得在《花地》副刊上读过游国恩《说（哀郢）》、余冠英《诗经今译》，曾大大激发了我学习
古典文学的兴趣。
而李霁野、罗大冈先生的海外书评和作家评介，也曾给我开启了另一片视野。
秦牧的《迁坟记》、韩北屏的《我走在长江大桥上》及至后来发表的陈国凯、杨干华、叶蔚林等一大
批作家的作品，又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动人心扉。
《花地》副刊“不薄旧人爱新人”，名家如云、佳作如云，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率先发表了由于众
所周知的原因而停笔多年的林庚先生和俞平伯先生的新作，据说那是当时的编辑登门拜访求来的文字
。
对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老一代作家是如此，对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也不例外。
我还记得陈国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羊城晚报复刊时，写了《我从花地来》表示祝贺，回忆自己在《
花地》发表处女作和成名作，在萧殷同志的帮助下，走上文学道路的经过。
　　《花地》爱作家，爱作品。
《花地》爱短作品，也尽其所能扶持长篇作品。
我就曾经被《花地》上的长篇连载所深深吸引。
我从那里读过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欧阳山的《三家巷》。
《花地》不仅爱文学，而且爱戏剧、爱美术、爱音乐，爱一切美的文艺形式。
《花地》发表的艺术作品和艺术评论，大大丰富了读者的文化生活，也为作家艺术修养的提高，作出
了重要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我的这些个人的片断感受实在无法概括《花地》副刊50年来的巨大成就。
历经半个世纪的风云，《花地》已经成为影响广泛、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纸副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为我国文学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相信，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羊城晚报社委会的直接指挥下，《花地》一定能发扬优良传
统，创造更好的业绩，开创更为辉煌美好的未来！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祝贺《花地》，祝愿《花地》，祝福《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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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羊城晚报《花地》是影响广泛、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纸副刊，至2007年，已创刊50周年。
在这50周年当中，它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国文学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上面刊登的文学作品，有短作品，也有长篇作品；有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体裁的作品，也有艺术
作品及其评论等文化作品。
　　《50年花地精品选：散文卷（套装上下册）》收集了羊城晚报《花地》副刊50周年来的精品散
文250多篇，每十年一个单元，分上下两册。
为了让读者渐渐进入不同时代的语境，《50年花地精品选：散文卷（套装上下册）》采取了由近及远
倒时序编排的方法。
这些文章的特点是与时俱进，与世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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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筱敏 ◇ 喑哑群山李亚平 ◇ 驼铃，摇出满街风采文洁若 ◇ 梦之谷中的奇遇徐刚 ◇ 遥远的森林—
—致塞外坝上林场汪静之 ◇ 西湖也要诗人捧赵丽宏 ◇ 迎接胜利的是死亡——墨西哥纪行之一朔望 ◇ 
食事琐议区铁王家声 ◇ 在老舍故居喝豆汁儿——老舍学术讨论会归来漫笔之一孙犁 ◇ 谈照像吴泰昌 
◇ 施叔青与她的《香港的故事》杨光治 ◇ 洛迦山的禅影涛声黄天骥 ◇ 饭后茶余说《济公》康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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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裙的友谊黄宗江 ◇ 花神赋梁茂艺 ◇ 千古秦淮刘南昌 ◇ 黑海潮——牛田洋，历史与现实徐城北 
◇ 丁聪有这样一个小本峻青 ◇ 雁荡山上的空中飞人——漫游记趣李兰妮 ◇ 初次见识澡堂子——一个
“南蛮子”眼中的北京人之一林贤治 ◇ 写在风暴之后——献给父亲易征 ◇ 多伦多来客杨沫 ◇ 我的自
白杨羽仪 ◇ 皇迹上的紫薇花朱昌勤 ◇ 春城的北国风光张胜友 ◇ 边寨人家刘斯奋 ◇ 梅花，一个古老
的故事钱君匀 ◇ 回忆郁达夫端木蕻良 ◇ 我喜爱屠格涅夫碧野 ◇ 岩耳陈忠实 ◇ 一九八三年秋天在灞
河黄药眠 ◇ 写在活页上的短句黄永玉 ◇ “动物短句”相关的事——《罐斋杂记》代序黄宗英 ◇ 故友
新交欢聚三元里贾平凹 ◇ 宿州涉故台龙柘树记黄秋耘 ◇ 月迷津渡黄伟经 ◇ 复苏的树杪高晓声 ◇ 天
南地北走马看廖沫沙 ◇ 诙谐谈笑见纯真——怀念廖承志同志王虹昭 ◇ 我们要去看日出(外一章)戴镏
龄 ◇ 遥念叶圣陶先生杜佐祥 ◇ 硝烟下的盆景——法卡山前线采访手记谌容 ◇ 编辑和我蓝翎 ◇ 蟋蟀
声声严文井 ◇ 我只是个不速之客李意珍 ◇ 春天，我推开窗户雨纯 ◇ 你早，金色的文锦渡贺朗 ◇ 珠
海渔女戴厚英 ◇ 大地是实在的杜渐坤 ◇ 三河坝去来高士其 ◇ 庆龄同志对我的关怀岑桑 ◇ “花花绿
绿”的消息黄庆云 ◇ 西方的微笑和东方的婚礼——参加国际笔会随感之一郁茹 ◇ 乘车随想冯牧 ◇ 在
阿诗玛的故乡——石林、长湖、大叠水漫记朱可先卞卡 ◇ 最后的二十七天陈国凯 ◇ “我从《花地》
来！
”1966—1957曹靖华 ◇ 一枚牙章李孟昱 ◇ 鼎湖醉绿马烽 ◇ 吃饭引起的风波肖玉 ◇ 老房东的热炕头王
匡 ◇ 我所知道的艾思奇同志夏衍 ◇ 广州赞周立波 ◇ 韶山的节日林遐 ◇ 越南的船黄谷柳 ◇ 陈树存红
线女 ◇ 一段不平易的路程韩北屏 ◇ 橘林茶香章以武 ◇ 一只石榴程坚章陈建 ◇ 不老松老舍 ◇ 春来忆
广州杨干华 ◇ 三岔路口陈残云 ◇ 秋色无限好冰心 ◇ 给广州的朋友周瘦鹃 ◇ 迎春时节在羊城巴金 ◇ 
喜悦和感激郭沫若 ◇ 我的故乡——乐山周敏 ◇ 荔园记吴晗 ◇ 夫人城李士非 ◇ 水乡消息马师曾 ◇ 我
演关汉卿萧荻 ◇ “唐知县”这个人物——看广东汉剧《审诰命》黄树森 ◇ 呵！
水来了陶铸 ◇ 松树的风格杨奇 ◇ 和韬奋相处的日子俞平伯 ◇ 桃根(读周邦彦词札记)唐瞍 ◇ 列宁格勒
的白夜——访苏散记杜埃 ◇ 从北京到华沙——旅途书简萧殷 ◇ 亘古以来张维 ◇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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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瞎走的乐趣　　陈染　　我和母亲有个瞎走的嗜好。
每次，我们一起出去办事，总是先打的径直前往，任务明确。
然后，待办完事，我们便轻松而愉快地失去了方向，没有了目标，我们在那个完全陌生抑或旧时熟稔
的地方，引颈环望一阵，然后就凭感觉不定向地瞎走起来。
无论是旧地重游还是开发“新大陆”，在我们貌似随意的脚步深处，其实都潜藏着一个连我们自己也
未曾清晰明了的愿望——那就是希望遇见一个能够触碰我们脑子里某根神经的景物或人物。
就是这种未知感吸引着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在夕阳西下的时辰，在北京喧哗的大街或者凋敝的小巷，
东张西望地走上一个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
　　这一份莫名的期待，我和母亲是如此相同。
　　我们通常喜欢选择在陌生而安静的胡同里瞎走，特别是那种细肠子似的幽深的窄巷，一扇扇残损
的木门掩映在树荫里，临街的窗户低低地挂在胡同的一边，路人伸手可及，使我常常替窗子里边的秘
密或安全担心。
我们一边走路，一边想象木门或矮窗里边的故事。
我们还可以想象此处正是“伦敦的郊外。
”，也可以想象另一处地方是墨尔本的住宅区。
　　事实上，我们也的确在瞎走中无意地获得过。
比如，我们曾在三里屯的一个街角处，发现一家专买艺术装饰品的小店，“酷”得很有风格。
那天，我和母亲走进小店后，几乎同时被一扇墙壁那么大的一块亚麻布吸引住，这张乳白色的亚麻布
上有几行不太像样的毛笔字，仿古的一种什么字体，看不大懂，稚趣、艺术感以及一种对权威意识的
不屑和反叛，跃然布上。
问及这块亚麻布卖多少钱，售货小姐答说不卖，说那是店里的装饰品。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你们若是喜欢，也可以卖。
接着她说了一个很大的数字。
我和母亲互相看了看，就走了。
那一段时间，我正面临装修新居的麻烦，我不会画画，商店艺廊里的那些商品画显然是引不起我的兴
趣；而新居的墙壁又需要装饰，于是、使用亚麻布的思路便在这时豁然打开了。
　　说学就学。
我们先到美术馆买了亚麻布和很专业的颜料——马利牌“书画特黑”。
然后，母亲执笔（母亲的毛笔字向来是训练有素的），我谋划内容和图面结构。
我策划了不居中、不对称的布局。
让母亲用大小长扁不一的篆体字，在亚麻布的右上端，书写我自拟的一副常用中草药方子，字迹占用
的面积并不多。
我们让大片大片的亚麻布沉着地空白着，就如同人们没有表情其实正是一种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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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五十年花地精品选：散文卷（上下）》收录的是其中的散文作品，约计250多篇。
这些散文品位不俗，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和热烈的时代气息。
　　羊城晚报《花地》是影响广泛、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纸副刊，至2007年，已创刊50周年。
在这50周年当中，它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国文学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上面刊登的文学作品，有短作品，也有长篇作品；有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体裁的作品，也有艺术
作品及其评论等文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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