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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久前写过一组随笔，题为“蔷薇叶子”，我说：“蔷薇有花又有刺，然而花开须有时。
‘无花的蔷薇’，则如鲁迅在段执政（祺瑞）治下所写，只见其刺，不为冲淡和平的人所喜。
而无花又无刺，还剩下什么呢？
‘无力蔷薇卧晚枝’，无非蔷薇叶子而已。
”更早些年，我写过一组小品，索性题为“画蔷小集”，分明是说并非真的蔷薇。
“龄官画蔷”，画的只是“蔷”字，她所钟情者的名字，一个符号。
邵某画蔷，也只是表明，对于有花又有刺如蔷薇那样的美文，虽不能至，仍然心向往之而已。
友人倡议编这套丛书，听说作者中有吴冠中、于是之等先生，都是不以写作为业，另有专攻，无心为
作家而笔下生花的文化人；邀我加入，我想多半也是缘于我的老本行是写诗，为文带着业余的性质吧
。
随行就市，自然应该偏重文化的话题，故所收篇章，不涉时政，多是谈诗与诗人，为自己或别人写的
序跋，还有些长长短短的杂感和议论，围绕着文化生活，精神现象，所说自然是卑之无甚高论。
属于“献曝”一类，就算跟读者谈谈心，说些不失常情常理的老实话吧。
新老读者如不以为瞎说八道，我就有如获知音的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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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人散文随笔：邹燕祥（画蔷）》是邵燕祥近二十年来的文化随笔精品。
作品思想深刻，文笔犀利，不仅发人深省，而且趣味十足。
全书按内容分为四辑：　　“诗·读诗读到诗人心里去”：评价当代海内外华文诗人的生平和作品，
以全新视角赏读名诗佳作，引领读者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
　　“书·每《文化人散文随笔：邹燕祥（画蔷）》都有各自的命运”：收录作者为自己多部诗文作
品集写的前言、后记和为于光远、张羽等师友写的书序，在谈书论书中常常进发出对老话题的新感悟
。
　　“人·读书人的忧乐和悲欢”：再现了胡适、汪曾祺、杨宪益、林斤澜、萧红等文化名人的音容
笑貌，以及对他们的“正事”和逸事的回忆，皆情意深挚。
　　“事·读书人也关心窗外的世界”：对大众文化生活和精神现象发表议论，从古迹存毁、文化雅
俗，到男女异势、世态炎凉，乃至环境保护、图书馆防火防盗⋯⋯可谓事事关心，鞭辟入里，引人深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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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燕祥，当代诗人、作家。
1933年出生于北平。
1946年起发表散文和杂文，1947年起发表诗作。
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
《诗刊》副主编。
并曾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主席团委员。
著有诗集《到远方法》《在远方》《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散文随笔集《忧乐百篇》《
乱花浅草》《检阅天安门》《我的心在乌云上面》，诗评诗话集《赠给十八岁的诗人》《晨昏随笔》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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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编者言自序第一辑诗·读诗读到诗人心里去读《春江花月夜》读《诗言志辨》笔记  ——诗的螺旋
形发展一样情思两副笔墨  ——漫谈新诗和诗词并行发展的双轨制桔乡诗话分享诗情致陈安(谈他的诗)
一诗一世界合肥去来雪晴窗下远人诗    ——读向明《阳光颗粒》诗之草汪铭竹：从两本书读一个诗人  
——夜读抄艾山：陌生的名字亲切的诗  ——夜读抄再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问一个摭拾断句
的孩子也忆金陧给灰娃的信第二辑 书·每本书都有各自的命运《改写圣经》代序《大题小做集》自序
《自己的酒杯》题记《超越痛苦》代序《旧时燕子》序《邵燕祥随笔》序《一窗四季》序《芳草地》
文选序《旧信重温》前言《灯火阑珊处》前言《一窗风景》序《跋涉者的足迹》序真假保尔《惟知音
者倾听》自序《邵燕祥诗抄·打油诗》自序为《张羽文存》作序张文颖(谈往说今录》序朱元璋删《孟
子》，删了哪些话?——夜读抄施安丽大夫的砭术治疗——为施安丽《站稳脚跟》一书所作序报周有光
先生书附：关于周有光先生“双文化”论点的一些说明《出远门》序言《邵燕祥散文》自序第三辑 人
·读书人的忧乐和悲欢少年可识读书乐?说“欢迎指正”戏迷与戏盲之争悼汪曾祺——答《羊城晚报》
电话采访一个硬伤今年怎样纪念萧红快雪时晴帖——拟创作谈从爱读爱写到多读多写我心目中的林斤
澜跟叶至善一起唱古诗词关于胡适之死悼杨宪益第四辑 事·读书人也关心窗外的世界含羞草可怕的原
则一幅画前的两种爱国心——夜读抄死的意义为“小萝卜头”一哭再为“小萝卜头”一哭代贺词：一
点小意见杂文：官员不宜腊八随笔断章“小凡尔赛宫”失火的联想情景记忆和旧时感觉小茶的《闲谈
》——致楼奕林一个错字“接触不良”论一次金婚的庆祝想起了“鹿回头”我们要回到辛亥革命以前
吗?“掩耳盗铃”解深秋，在月坛北街观察鹊巢——为一家少儿语文刊物作夏末秋初闲笔百年无废纸关
于《阿拉木汗》的歌词新春咏鱼《西湖》闲话关于法律文书的用字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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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是一个新诗作者。
只是在某一个时期开始写些诗词体裁的东西，是一种机缘的凑合。
现在也还偶有所作，多半因为某种题材自己觉得借用诗词的体裁比较合适，甚至不期然而然，也就没
有必要把它翻译成新诗了。
虽然为了使古典诗歌为更多感到语言障碍的读者所了解，有人在致力于今译，并且做出成绩，如《唐
诗今译集》中部分篇什仍能不失原作的韵味，但是，我认为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新诗和建立在古
代汉语基础上的诗词，分属两个不同的审美体系。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在五四运动前后新诗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而在“五四”后七十年的今
天’，诗词也还有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对于当前的读者和作者来说，则诗词不能取代新诗，新诗
也不能取代诗词。
从“五四”至今已经有了七十年历史的中国新诗，不是由两千多年的诗歌传统直接发展或派生出来的
；也不是清末“诗界革命”的嫡系传人。
正如词、曲在它们初创的年代都属新诗，与当时的诗（唐五代诗、宋诗、元明清诗）不是子母关系一
样，现代新诗更是“新”诗，与古典诗歌不是子母关系，而别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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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邵燕祥:画蔷》：经典的散文随笔 磊落的人生感悟独特的生命体验 坚贞的文化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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