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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间笔墨》（插图珍藏本）是冯骥才的又一散文力作，书中囊括“中国的雪绒花”、“阿尔卑
斯山的精灵”、“心的出路”几个散文创作单元，让你体味他不同一般的散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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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骥才，男，浙江宁波人，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
1942年生于天津。
初为画家，专事摹古。
“文革”后为崛起的伤痕文学代表作家1985年以后，其“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
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50余种。
其中“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
俗世奇人”等均获全国文学奖。
“感谢生活”由“炮打双灯”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夏威夷电影节”和“西班牙电影节”奖。
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10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30种。
　　冯骥才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入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组织多次大型文化抢救行动，出
版各种相关著作，发表大量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辨性与呼吁性的文章，并在海内外举行相关的演讲
，对当代中国文化界产生深远影响。
　　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
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国际民间艺术组织
（IOV）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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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年夜思　　民间有些话真是意味无穷，比如“大年根儿”。
一年的日子即将用尽，　　就好比一棵树，最后只剩一点根儿——每每说到这话的时候，便会感受到
岁　　月的空寥，还有岁月的深浓。
我总会去想，人生的年华，到底是过一天少一　　天，还是过一天多一天?　　今年算冷够劲儿了。
绝迹多年的雪挂与冰柱也都奇迹般地出现。
据说近　　些年温温吞吞的暖冬是厄尔尼诺之所为；而今年大地这迷人的银装素裹则归　　功于拉尼
娜。
听起来，拉尼娜像是女性的称呼，厄尔尼诺却似男性的名字。
　　看来，女性比起男性总是风情万种。
在这久违的大雪里，没有污垢与阴影，　　夜空被照得发亮，那些点灯的窗子充满金色而幽深的温暖
。
只有在这种浓密　　的大雪中的年，才更有情味。
中国人的年是红色的，与喜事同一颜色。
人间　　的红和大自然的银白相配，是年的标准色。
那飞雪中飘舞的红吊钱，被灯笼　　的光映红了的雪，还有雪地上一片片分外鲜红的鞭炮碎屑，深深
嵌入我们儿　　时对年的情感里。
　　旧时的年夜主要是三个节目。
一是吃年饭，一是子午交接时燃放烟花炮　　竹，一是熬夜。
儿时的我，首先热衷的自然是鞭炮。
那时我住在旧英租界的　　大理道。
鞭炮都是父亲遣人到宫北大街的炮市上去买，用三轮运回家。
我怀　　里抱着那种心爱的彩色封皮的“炮打双灯”，自然瞧不见打扮得花枝招展而　　得意洋洋的
姐姐和妹妹们。
至于熬夜，年年都是信誓旦旦，说非要熬到天明　　，结果年年都是在劈劈啪啪的鞭炮声里，不胜困
乏，眼皮打架，连怎么躺下　　、脱鞋和脱衣也不知道。
早晨睁眼，一个通红的大红苹果就在眼前，由于太　　近而显得特别大。
那是老时候的例儿，据说年夜里放个苹果在孩子枕边，可　　以保平安。
　　在儿时，我从来没把年夜饭看得特别非凡。
只以为那顿饭菜不过更丰盛　　些罢了。
可是轮到我自己成人又成家，身陷生活与社会的重围里，年饭就渐　　渐变得格外的重要了。
　　每到年根儿，主要的事就是张罗这顿年饭。
七十年代的店铺还没有市场　　观念。
卖主是上帝。
冻鸡冻鸭以及猪头都扔在店门外的地上。
猪的“后座”　　是用铡刀切着卖；冻成大方坨子的带鱼要在马路上摔开。
做年饭的第一项大　　工程，是要费很大的力气把这些带着原始气息的荤腥整理出来。
记忆中的年　　饭是一碗炖肉，两碟炒菜，还有炸花生，松花蛋，凉拌海蜇和妻子拿手的辣　　黄瓜
皮——当然每样都是一点。
此外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那是一只我们宁　　波人特有的红烧鸭子，但在七十年代吃这种鸭子未免
奢侈，每年只能在年饭　　中吃到一次。
这样一顿年饭，在当时可以说达到了生活的极致。
几千年来，　　中国人的年饭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最真实的上限的“水位”。
我说的　　中国人当然是指普通百姓，决不是官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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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间笔墨》（插图珍藏本）作者冯骥才以写知识份子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
他的创作注意选取新颖的视角，用多变的艺术手法，细致深入的描写，开掘生活的底蕴，咀嚼人生的
况味。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间笔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