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堡与黑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古堡与黑塔》

13位ISBN编号：9787300214339

出版时间：2015-6

作者：余光中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古堡与黑塔》

内容概要

★著名诗人作家学者余光中精选旅游文字。
★思考与语言的完美融合。
《古堡与黑塔》为著名作家余光中先生的游记精选集，文风优美，融才情、学识、哲思于一体。在每
一篇文字中，都深藏着一个元气充沛的行者走动在山水或文物之间，他观察犀利，知识丰富，想象高
超，读者跟随叙述，感若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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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堡与黑塔》

作者简介

余光中  著名诗人、散文家、批评家，主要作品有诗集《舟子的悲歌》、《白玉苦瓜》，散文集《左
手的缪思》等各十余部，另外还有评论集《掌上雨》，曾获得包括吴三连文学奖、中国时报奖、金鼎
奖等重要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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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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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的联想
记忆像铁轨一样
山缘
飞鹅山顶
古堡与黑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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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西班牙
隔水呼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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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天午梦——泰国记游之一
黄绳系腕——泰国记游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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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巴塞罗那看斗牛
圣乔治真要屠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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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尾台东行
太鲁阁朝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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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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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堡与黑塔》

精彩书评

1、文/俞耕耘书画、作文的佳境莫不贵在得其神采，神与物游。游既说明了儒家“游于艺”的文艺观
，又彰显着道家“逍遥”的自由论。从而，它超出了具体的旅行活动，深刻内化为精神上穿越有限时
空的生命体验形式。余光中的《古堡与黑塔》正是神与物游，怀古追远的游记佳作。在作者笔下，游
记超越了“风物志”和“纪行”两大倾向，“行走”作为存在的方式，文学赋予行走以“色彩”。作
品突破了叙几处闲景，抒几分闲情的小格调，体现出“文化散文”的大气象。作者着意的皆是“名迹
”背后的历史兴衰，人世悲慨。他追寻远去历史回声的沉幕背景，“象外之象”，“因文生事”的创
作妙笔也使作品自有高格，自成境界。“象外”突破了眼前具体的实景，神游“物象”之外，正所谓
目接四极，心览八荒。在题名游记《古堡与黑塔》中，由纪念塔生发而出的是司各特的文学世界，追
慕的正是这位文豪的伟大心灵和勇毅品质。“城中那一座傲立不屈的古堡，司各特生前曾徘徊而凭吊
过的，现在，轮到我来凭吊，而司各特自己，立像建塔，也成为他人凭吊的古迹了。”余光中眼前的
“古堡”正如王羲之的那座“兰亭”：“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一
种人生感和历史意识的交融深沉而苍茫。书中游记形散而神聚，这个神就是作者所统摄的“文眼”、
“文心”。因而，游记不再仅是移步换景的见闻录，而是兼具精巧的贯穿结构。《德国之声》以声音
为眼，注重听觉之美，并借此上升到国民性格和修养的探讨上。“一个安安静静的社会，听觉透明的
邻里街坊，是文化修炼的结果。所谓默化，先得静修才行。音乐大师辈出之地，正是最安宁的国家。
”钟声的郑重壮观，鸟声的今人忘忧，德语之声的阳刚浩荡，原来游记也可带来“声音之旅”。《风
吹西班牙》则以“光影”“色彩”为眼，浓烈的色彩比对成为了感官的枢要，西班牙的炽热奔放得到
极致呈现。“在金阳碧空的透明海气里，白晃晃的皎洁墙壁”，“白屋拥成一堆，白成一片⋯⋯加以
黑灰的瓦色远多于红色，更加压不下那一大片放肆的骄白。”作者的游记浸润了有如诗歌的音乐流韵
与画面质感。余光中的文化行走显然并不满足于描景状物，他更有意再现场景，对历史与文化进行追
思与冥想。这体现在他“因文生事”，以景造境的深厚内蕴。在《山东甘泉》一文中，对济南文化长
廊十二尊山东先贤塑像的描绘，成为十二段人物赞序，十二个微型纪传。作者的怀远之情在对人物事
迹的神思中叠宕往复，绵延无绝。这里既有对贤君的诗意遐想，又有对古圣的得失品评，既有对忠臣
良将的崇仰钦佩，又有对艺术大师的最高致意。作品庄重不失谐趣，闲笔俯拾即是，作者的洞察之妙
也与生活意趣相得益彰。如评点欧洲各国美女特色也确是出彩，“莫斯科的佳丽不像北欧的健硕，西
欧的倩雅，南欧的夭艳丰秾、眉眼如画。其美多在风姿修颀、神采自若，举臂欲飞，举步若泳”。一
部《古堡与黑塔》，让我们发现诗歌之外，余光中的散文之美：明丽而有清迈之气，神游而具怀远之
情。它在异域中发现文化基因，在行走中采撷文明密码，在审美的当下直追先古，汇融今昔。（如欲
刊用或转载请豆邮告知作者本人）
2、还没有读完，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作者常常语言肆虐，不断冲击汉语言规则的堤坝。好久没有接
触这种诗歌语体了，有点不太适应。但作者毕竟是大家，自序中对游记的把握包括对游记的欣赏与写
作，论述得十分精彩，值得一读。
3、似乎印象里，余光中还是那个写《乡愁》的诗人。再早些的记忆，大概是读高中的时候，在报刊
里寻到的那篇《听听那冷雨》，于是一字一字的抄在笔记本里，每天晨读的时候，来回读上那么几遍
，才仿佛清楚“朗朗上口”几个字正是为这样的文字所造。待到再回来，回头去翻阅那时的笔记，竟
觉得那文字雕琢太多，原本自然的气息也变得很弱很弱。于是像那个年代年轻的女生一样，喜欢上三
毛，喜欢撒哈拉的故事，也在老师的推荐下，去看而今被人诟病的余秋雨。只是很少再翻开余光中。
看到《古堡与黑塔》是很偶然的机会，并没有太多的期待，却在翻开后，大喜过望。余光中在开篇序
言里提到自己一生写作的“四度空间”——诗、散文、评论、翻译。也提到自己早前也对自己散文作
品的低估。当我随便翻开这篇游走中的文字，竟无意间找回了骨子里的文艺青年。在书里，文字不只
是文字，旅行也不只是旅行。在《古堡与黑塔》这篇同题文章里，看似在说古堡，在说黑塔，实则是
在说苏格兰文豪司各特。司各特坐像、纪念塔的故事，司各特作品的历史与传统。与其说我们在跟随
余光中旅行，不如说我们在跟着他重走文学路。我相信很多的文学青年会对这本书爱不释手。我也相
信诗人、翻译家对于语言的敏感一定会让这本书比一般的游记更动人。在名篇《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中，余光中从自己的中学时代忆起，谈到乡居少年对火车的神往，谈到抗战时期乘坐火车的经历，谈
到阿里山和东海岸上最生动的回忆⋯⋯谈到瑞典之行和西德之旅，其中总有引人入胜的趣事和文学有
关的故事。譬如他提到的杜米埃的名画《三等车上》，譬如他翻译的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这首诗（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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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堡与黑塔》

原谅我因为喜欢全文照录下来）：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凄苦是你汽
笛的声音，令人记起了许多事情。为什么我不该挥舞手巾呢？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去吧，但愿你一
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古堡与黑塔》作为一本在港台文学中有着重要地位的旅行文学作
品集，也从另外一个层面折射出余光中自己的人生轨迹和文学行踪。如早年的“左手写诗，右手为文
”,到后来的诗文并重，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在人生游历中对自己文学生涯的重新发现与认识。也能看到
他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对当今剧变时代的所思所悟。如在《高速的联想》中，他思考滑雪、赛跑
、游泳等选手的自由和光荣，认为：他们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牺牲了别人，而是因为克服了自然
，包括他们自己。当然，旅行总会有故事，总会有相遇和重逢。在《萤火山庄》中，他提到自己去美
国与故人夏志清的相遇。他称夏为“人来疯”、“老顽童”，谈到他们间关于书的故事，读来让人神
往。这本书所收录的文章跨度很大，从1966年至今，近乎半个世纪。所记述的旅行地也非常之多，涵
盖欧洲、美国、泰国、大陆、台湾等多个地方。在这跨越时空的旅行中，我们也可从中一窥这位我们
似乎很熟悉的作家他那些对我们而言陌生的旅行、文学、故事和思想。感触颇多，特推荐之。

Page 7



《古堡与黑塔》

章节试读

1、《古堡与黑塔》的笔记-全书

        P36 望乡的牧神：躺在面前的是这样的一个躯体，结实，美好，充溢的生命一直到指尖和趾尖。就
是这样的一个躯体，没有爱过，也未被爱过，未被情欲燃烧过的一截空白。P201 红与黑：插枪如披彩
，流血如挂带，追逐红旗的幻影，承当矛头和刃锋的咬噬，在只有入口没有出路的沙场上奔踹以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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