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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蒙、刘兆林、毕淑敏、林清玄⋯⋯40余位作家的40余篇佳作，或着眼现实，或回眸历史，无论思辨
文字，还是抒情篇章，在认识历史和人生、呈现观察与思考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均有直指心灵的力
量。
本书由中国散文界选家从全国近百种文学刊物中精心编选，视域广阔，旨在全景呈现2015年度散文的
创作实绩，力求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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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剑冰，河北唐山人。中共党员。专业作家，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河南省散文学会会长，中外散文诗协会副主席，全国鲁迅文学奖二、三、四届评委，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散文选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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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场者的选择，非常贴切这套年选的品质
2、不能错过的精品
3、不愧是一年一度的文学盛宴
4、现代年选，2016开年读的第一批书，既满足了精神需求，又满足了收藏癖
5、相信知名选家的功力
6、时不时地读点散文对写作很有帮助
7、数十位名家的文学盛宴，高质量的散文
8、文学它会陪伴你一生，你如果说还有一种文学的冲动，说明你这个时候写小说也行，娶媳妇也行
，说明你充满了生命力，你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你充满了对生活的期待，你仍然开得出奇葩来。—
—摘自书中王蒙《永远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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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2015中国年度散文》的笔记-第140页

        看民居，看祠堂，最让我肃然起敬的，是那些大门、廊柱上的对联：

三春柏叶行三爵，
五恼芙蓉发五枝。
小照自题个中难查这田地，
灵乱有赠孤影惟堪傍水云。
聚子姓一堂，为穆为昭万世羹墙如见，
祀祖宗百代，报功报德千秋俎豆生香。

只是简单感慨一下--对联现在多数成了开业、春节最微不足道的陪衬，再也没有过年磨墨等爷爷开笔
写春联的期待了······

2、《2015中国年度散文》的笔记-第129页

        ······
文能当时是《花城》杂志社的名编，他和全国各地优秀的写作者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
······
文能告诉我们说，王小波为了安静写作，住在北京郊外的一所房子。半夜突发心脏病去世。屋子里有
空啤酒瓶，满缸烟蒂，还有正在写的文章。

我们无数替那些英年早逝的人惋惜。他们就像王尔德笔下用血滋养出红玫瑰的夜莺，绝世美妙的声音
骤然停断，猝成绝响。如果时间能够对他们更加仁慈，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无论是惊喜还是惊吓，都必
将是难得的启迪。而时间的残忍，让我们止息了对他们未来的更多无谓的猜测。

3、《2015中国年度散文》的笔记-第14页

        诗常是诗人从历史与人生的笑口与伤口里涌出的情感晶体。

这一句，自不必说。笑世人执迷之处，伤无被世人解处。

4、《2015中国年度散文》的笔记-第61页

        后世称宋代山水画风为“宋人格法”，可见其尊崇之意。宋代在山水画上的造诣不只是技法、构
图、笔墨成为后世圭臬，最重要的是，宋人强调画作的诗意，甚至规定必须以诗为题，提高了绘画的
文学性。后世文人以山水为绘画第一流，正是这种诗意的境界能够使绘画成为文人情怀的寄托，陶冶
性灵，超然物外，使人在览画时能从冗繁的世俗生活中解脱出来。大约这与宋代市井文化、勾栏瓦肆
（相当于现在的茶馆、曲艺厅、演艺场、夜总会）的兴盛有关，大众娱乐的嘈杂、喧嚣，使人们更向
往回归宁静的自然，山水画勾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神往，当然就成为宋代官宦、富家、知识阶层附庸风
雅的精神寄托。

这一段的解释貌似也正和现代人虽然多已提不起文人绘笔却喜欢大把收藏古董书画~~也想起了雍正的
各种行乐图cos~~精神紧张的勤政皇帝，也需要这般放松下~~

5、《2015中国年度散文》的笔记-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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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在十九岁时就开始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1953年11月1日，我刚刚过了十九岁生日，我就开始写作了。我为什么要写作呢？因为我经历了新
中国的成立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我亲眼看到并参与了旧中国的覆灭和新中国的成立，当时对世界的
那种感受，对国家的那种信心，对革命凯歌行进的感觉，那种百废俱兴、一天比一天美好的感觉真是
无与伦比。所有新的思想、新的口号、新的说法不但让你热血沸腾，而且让你沉醉，让你入迷。人和
人的关系完全是新的。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完全是新的。
        而到1953 年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往正常化发展。当时我正在区委做团的工作，我十五六岁
就从事这些工作，当然到1953 年我已经十九岁。那时对团的工作有了新的要求，说我们的中心就是要
“学好正课”。当时的形势报告里说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叫作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开始
了。
       和原来那个革命煽动的劲儿已经不一样了，那时候唱的苏联歌曲已不仅仅限于“兄弟们向太阳”
、“穿过草原、走过草地”、“从前的工人，现在的委员”、“我们的将军是伏罗希洛夫”，也不再
是“二战”时期的“再见了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那时候突然流行起来的歌
曲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幸福”、“生活是多么美好”，我当时就一种感觉：最激昂的日
子过去了。
        我恰恰有幸在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经历了这些，我就希望用文字把这些记录下来。所以为什
么很多人、很多朋友，到现在见了我（我见到的太多了，有的年龄很大了）说：“王蒙，我会背你《
青春万岁》的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这就是我的感情：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
是转瞬即逝的，正因为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是转瞬即逝的，所以需要有文学，把日子用文学的
方式，语言的符号描绘下来、固定下来、永久下来。你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很难写得这么生动、这么
细致。
       文学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文学把我们的短促的生命，把我们转瞬即逝又万分值得珍惜的经验符
号化、永久化，把它挽留住。文学是一种挽留，是对我们青春岁月的挽留，是对我们美好岁月的挽留
，是对我们痛切的酸甜苦辣经验的挽留。否则人生太空虚了，你就是活一百年又如何？别说活一百岁
的那么少，因为那么少，所以叫“人瑞”。你到最后，一结束，不就什么都过去了吗？ 
不，没有过去，还有文学。文学是对时间的对抗，是对虚无的对抗！
        在我迷恋这个十七八岁、十八九岁的时候，我读《红楼梦》，当时我不怎么研究这些人际关系啊
、封建社会啊。我最感慨的是，贾宝玉、林黛玉永远年轻，不管《红楼梦》是什么时候写的，也不管
《红楼梦》所假设的那些人物是什么年龄，他们永远年轻。贾宝玉大概是从十三四岁、十四五岁，最
多写到了他十七八岁、十八九岁，林黛玉大概是十一二岁到贾府，写到大概十六七岁，我感觉她“苦
绛珠魂归离恨天”的时候还不足十八岁。但他们永远年轻，他们永生了，你不但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
，而且你仿佛听到了他们之间互相打趣、互相挑剔（主要是林黛玉挑贾宝玉），然后又有很多话想说
不能说，都是少年的恋情。
        贾宝玉送给林黛玉一方旧手帕，他的丫鬟还问怎么送人家一方旧手帕呢？贾宝玉说你不用管，只
管送去，林黛玉收到之后就在那儿哭得不行，“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知向谁”。这些东西永远
活在你的心间，真正的文学的秘密就是它永远不老。那瞎起哄的文学最大的特点是三个月就过时。《
诗经》的东西现在还不觉得远，不觉得老，还很亲近。这方面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法和文学比，医学你
能用两千五百年前的教案吗？海洋物理你能吗？人生一世能有什么不老？说不老，那是自己安慰自己
。我正是在《青春万岁》的写作中延长我的生命。我用符号的美丽把生活的美丽固化。这是太难得的
事情。而且它是一种提升，不光是存留下来，还有提升。
        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浪漫就有多少庸俗，有多少热爱就有多少冷淡，有多少善良就有多少恶毒，
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老子的话“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可是你在文学当中呢？同样当然也
会写到恶，也会写到仇恨，也会写到虚伪，也会写到欺骗，但经过符号化处理之后，很多东西已经不
一样了，它顺了，让你能够记得住，让你能够有所叹息。哪怕这个作品非常悲观，看了之后让你泪流
如注，也有一种痛快的感觉，你从哪里去表现解释这种泪流如注的感觉？
        小时候我的姨妈，她生活特别不幸，她十八岁结婚，十九岁丧夫，一辈子守寡。她最喜欢的就是
去看戏看电影，特别是看悲剧的电影。她去的时候口袋里带好多手绢，看电影期间会从头哭到尾，那
是她最满意的一天。因为她不到电影院、戏院里去哭她到哪儿去哭？她又不能说我本来就不想守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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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没有人强迫她守寡，已经是民国时期，是她自己那么认识，她只有到那里去哭。文学的存在使生
活能够保留下来，让记忆保留下来，使我们的情感有所寄托、有所提升。 

6、《2015中国年度散文》的笔记-第204页

        君子之交，清淡如水，却不寡味。太近的距离谁都，会把心儿烧化，谁都禁不起，那深黯淋漓的
伤口。

大抵是亲近到了极致，已经再无能付出，而人，难得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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