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顾盼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顾盼集>>

13位ISBN编号：9787533670016

10位ISBN编号：7533670019

出版时间：2012-11-30

出版时间：安徽教育出版社

作者：白兆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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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顾盼集>>

前言

好的散文作品，作者、读者与作品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实人对实人讲实话的关系”，读这样的散文，
“人们常有好像作者在同自己灯下对坐或林中漫步那样的亲切感，仿佛作者在把他的心肝掏出来给自
己看那样的真诚感，如同作者在跟自己一起剖视人生、社会、历史的真相那样的实在感”。
白兆麟先生《顾盼集》中的散文当属此类。
    白先生退休以后，前往美国探亲而过着旅居的日子，“不再有教学和研究的负累，便悠闲地写起与
学术无关紧要的散文来，随笔、游记、杂感，随着性子游走”（《都市人的贴心朋友》）。
这“随着性子游走”就是无拘无束，独抒性灵。
作者既无妄自尊大之优越感，又绝不低俗地曲意逢迎；听凭笔下流动着文如其人之“谈话风”，作品
示人以“豪华落尽”之本来面目。
所以，阅读他的《顾盼集》便有着天然的“亲切感”。
    如果说，“平等的态度”属于意识层面，是对读者的尊重，可以消除作者与读者之间某种隔阂，那
么，“将读者视为知己”则属于情感层面，它更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心理距离，使心灵交流成为可能
。
《顾盼集》显然作出了这般努力，作者将自己“不得不言而又不易为俗人言的秘密”向着读者吐露时
，就已经假定读者是“可与言的契友”，摒弃了骄矜与虚伪的谦逊，“平面相视，赤心相对，不装腔
作势，也不吞吐含混”。
尽管，白先生的笔墨中褒贬扬抑未必在在的当，但相信无不打上作者诚信的人格烙印，绝非戴着面具
的欺人之谈。
所以，《顾盼集》能给读者以推心置腹的“真诚感”。
在“言假言”、“文假文”蔚为风气的病态语境，这种“真诚感”弥足珍贵。
    也许，作者因为深受祖国优秀文学遗产的熏陶，故为文时有着清醒而自觉的社会担当意识，力求立
意高远，有益于世，尤其是他在国外所写的散文，“满怀热情地回顾父母之邦，异常冷静地期盼异国
风情，其中也不乏对生命的苦苦思索，对社会的深深反思”（《异国“独处”，别有洞天》）；既有
“对乡里故国某些文化习俗的冷静的思考和反省”，又有“对他乡异国的热切的思索和评断”（《顾
盼集·跋》），可谓一“顾”一“盼”，皆紧扣温馨而深远的入文关怀。
所以《顾盼集》的确给人以“剖视人生、社会、历史真相”的“实在感”。
这种“实在感”是赤子的衷情、学人的博识和智者的覃思熔铸而成的，它在尊崇“感官刺激”乃至“
娱乐至死”之当下，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但正是这坚挺的“实在感”彰显了一名文化人不屑于趋时媚
俗的自持风范，也彰显了一位精神家园守望者的良知之光。
    必须指出，除了上述“亲切感”、“真诚感”、“实在感”之外，《顾盼集》还十分注重文学的审
美属性，它依靠爱美的慧眼去捕捉美，爱美的心灵酿造美，并凭借精美的形式表现美，从而让读者获
得种种欣赏美、品味美的愉悦感。
“山沓水匝，树杂云合。
目既往还，心亦吐纳。
春曰迟迟，秋风飒飒。
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    在山重水复的人生旅途上，白先生左顾右盼，回顾企盼，几如“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
使人应接不暇”。
他始而“用西方文化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继而“又反过来用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考量西方”（《顾盼
集·跋》）。
他的心灵与外物是“互动”的，“情”为“物”所激活，“物”为“情”所重塑，构成了“情以物兴
”、“物以情观”的情感回环。
这里所谓“情”实则渗透着或升华出不同程度的思考的因素的“情思”、“情志”。
它“崇尚理想、注重哲理、执著情感”（《顾盼集·跋》），平凡而真淳，丰富而厚重，热烈而理智
，柔软而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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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涵盖着对故乡、母校的自豪之情，眷恋之情；对父母、师长的景仰之情，感激之情；对遭遇劫难的
亲友的悲悯之情，愤懑之情；对儿孙幸福生活的欣慰之情，期望之情；对异域文明进步的艳羡之情，
激赏之情；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惊叹之情，敬畏之情；对自己的治学路上“钻坚求通，钩深取极”
的顿悟之情，自得之情⋯⋯作者所“顾”所“盼”皆因作者“情”之浸润、“情”之烛照而闪耀出夺
目的光辉。
    郑板桥说过，“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
《顾盼集》作者沿途所“顾”所“盼”的“眼中之‘竹’”，当然也不同于他提供读者观赏的“笔下
之‘竹’”。
他所描述的人、事、景、物之所以具有感人、怡人的魅力，是因为它们文情并茂。
这除了情感的因素之外，显然得力于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
“‘简练’是中文的最大特色，也就是中国文人的最大束缚。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学者，白先生是很容易在行文时“简练”成癖而窒碍情感
的抒发并使文字的纯真、自然意味受伤致残的。
然而，也许他恰好得力于语言文字的研究，故更能把握语言文字的命脉为己所用，乃至充分发挥其“
心声”、“心画”的功能。
如前所说，他的笔下流动着文如其人之“谈话风”，他的文字精练而流畅，朴实而灵动，既表现出散
文应有的运笔如风的自在性，也凸显出作者对“至巧近拙”境界的美学追求。
他或寓情于叙述之中，或寓情于描写之中，或寓情于议论之中，所“顾”所“盼”无不脉脉含情：他
无意于“铺采搞文”，“雕章琢句”，文字中却闪射出朴素清新的文采。
    “文章情趣甚可比？
蜂飞蝶舞水荡波。
无须世人费猜测，喉头作痒自唱歌。
”（《敲击有感》）白先生用“蜂飞蝶舞水荡波”的诗画描绘了自己春意盎然、生机勃发的情感世界
，又用“喉头作痒自唱歌”的体验比喻了自己情动于中一吐为快的心理亢奋。
这二者正是写作散文的必要条件和最佳态势。
作为喜欢赏鉴白先生散文的一名读者，我热切地期望：白先生能继续以那优越的情趣与态势，在他“
春与秋其代序”的键盘上敲击出更多抚人心弦、启人心智的精彩文字来，不负这“人间好时节”！
    二○一一年五月三十日于安徽大学无心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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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顾盼集》为白兆麟先生近年散文、随笔作品的结集。
作者神闲气定，纵笔驰骋，笔涉故乡往事、亲情回忆、学术伦理、读书情怀等。
其中，对往昔的回顾，牵动着对乡里故国某些文化习俗的冷静思考和反省；对现时的期盼，则包含着
对他乡异国的热切思索和评断。
集中作品率性而为又节制均衡，尽显学者的人间情怀和文人的立世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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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兆麟(1937-)，安徽安庆人，1959年大学本科毕业，先后执教于安徽教育学院和安徽大学。
现为安徽大学教授，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以及中国训诂学研究
会副会长。
主攻文法学和训诂学，共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已出版《简明训诂学》(1984)、《简明文言语法
》(1990)、《左传微点注》(1995)、《盐铁论注译》(1996)、《盐铁论句法研究》(2003)、《文法学及其
散论》(2004)以及《文法训诂论集》(1997)、《校勘训诂论丛》(20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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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文情并茂顾盼生辉方遒序二  高山流水自写心王达敏辑一隔不断的故乡情缘我所受的私塾启蒙记
忆中的屯溪教会学校青春涌动的师范生活名师云集的徽州师范理想和激情的畅想曲舌战工宣队穷困而
不潦倒的父亲豁达的岳母极富情性的二姨内兄命运的转折拜访胡绳纪念陆宗达先生恩师的风范辑二费
城生活掠影万圣节与南瓜美国人的生活情趣社区中小学的课外活动非比寻常的“家园”扑朔迷离，真
伪难辨献身艺术，完美之家都市人的贴心朋友我所了解的净空法师萧乾老人的有益启示一封不同凡响
的复信我的孙儿尚华西服革履的小外孙夫子为何赞许曾晳宗教的演化与自圆土地之神的中西差异云朵
儿和十字架异国“独处”，别有洞天辑三大赌城，西方的特异文化大峡谷，自然造化的奇迹大城堡，
西方富豪的明智大都会，别样的魅力入关安检的切身感受一个异国游子的意愿洛杉机，影视明星的城
堡诚信与敷衍参观少儿科技博物馆布鲁塞尔的厚重一笔不列颠的风情爱丁堡，历史积淀的古城巨石阵
，史前建筑的谜团大英博物馆的稀世珍藏辑四经典，远未过时不该忘却的忘却历史须科学看待新年愿
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历史总站在思想家一边我“读”爱因斯坦胜利当低调，失败应自尊信仰的力量胡
适之和陈独秀读书与治学材料与理论关于治学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化的基本格局与核心思想由朱熹论读
书说开去谈谈如何读书古代诗文里的“赛神”病中考“病”重读《从划分标准看文字类型》古稀述怀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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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有两个故乡，而且都与或静或动的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在湖畔，一在江边。
那湖，是我的出生地——杨桥镇白家湾所面临的石塘湖；那江，是我的生长地——屯溪镇所背靠的新
安江。
杨桥镇旧属桐城县，为当时安庆府所辖；而屯溪镇旧属休宁县，归当时徽州府所管。
你说巧也不巧？
生于安庆，长在徽州，这个“安”“徽”两个字我都沾上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安徽”人哪！
    经常听父亲说起，我出生还不到半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要不是该死的日本鬼子的炮
火即将烧到长江边，他就不会举家由江北的安庆迁到皖南的徽州。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原先在安徽省地方银行做事，银行设在当时的省会安庆。
先是父亲随省行转移到山区小镇的屯溪。
将近四岁时，父亲的工作已经稳定了，就带信要我们也转移到屯溪去。
于是母亲便设法雇人一担挑着我们兄弟俩，坐船渡过长江去往大后方的皖南山区，在当时有“小上海
”之称的腹地小镇安了家落了户。
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上了初中我才明白，在抗日战争期间，屯溪那么个小镇之所以形成畸形繁华的景象
，除了皖南山区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之外，主要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军
部就设在离屯溪不远的泾县的陈村。
即使“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的威慑力量依然存在，这不能不使日本鬼子有些胆战心寒。
    杨桥镇今属安庆市，如今已经是闻名遐迩的皖西旅游胜地。
因为离开时年龄太小，几十年来对出生地依傍的石塘湖已经没有什么印象。
半个多世纪以后回到故里才惊讶地发现，白家湾背靠小龙山脚，不禁令人联想起唐代诗人韦应物的“
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这两句诗来。
不知为什么，我魂牵梦绕的出生地，在我想象当中似乎应当是这幅景象，我真真切切地为第一故乡的
这片光鲜美好的景致而陶醉了。
    屯溪路的街道沿新安江边由东向西一字儿排开。
与江水并行的一条主要干道当时取名“中山路”，与干道垂直由南而北的三条马路分别称作“民族”
“民权”和“民生”，这显然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为纪念这位辛亥革命之父并体现其“三民主义
”思想而命名的。
    幼年印象最深情谊最笃的，应当是那条江水了。
读小学时，除了到江里游泳洗澡之外，至少有两三个暑假，继母便带我们兄弟俩回她的娘家去度过。
继母娘家居住在离屯溪五十多华里的大山深处，名叫璜源村，翻过一座高山就属浙江省境。
从屯溪出发，渡过新安江，经临溪，出汊口，越岭上，避璜尖，几乎都是沿着一条新安江的支流蜿蜒
而行。
那崎岖的山路，别说双轮车进不去，就是笨重的独轮鸡公车也难以直接到达。
    记得第一次去璜源不过八九岁，开头二十多里路还高高兴兴的，俯视弯弯曲曲的溪水，仰望层层叠
叠的山峦，绿油油的是禾苗，黄灿灿的是菜花，自然比关在教室里读书要有趣的多，那开心的劲头就
甭提了。
可走着走着就体力不支了，不是脚底板疼，就是膝盖骨酸，那美妙的田野风光再也吸引不了幼小的我
们了。
等到爬过那上下十五华里的山岭，几乎哭着直嚷嚷，说什么也不想走了。
继母只得一边哄着，一边委托过路而又熟悉的叔叔带信到村里，喊一两个堂兄弟来接应。
盼啊盼啊，好容易来了两个大人把我们兄弟俩背到外公家，到家就倒在床上了。
后来读到《孙子兵法》里所说的“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就立即回忆起幼时的这一幕情景来。
至今还记得，璜源村不过三十户人家，却分上村与下村，这里两三户，那儿四五户，而且相隔不近，
那原始生态的参天大树把鸡犬之声都掩盖了。
    记忆里有个至今也抹不去的景象，那就是活跃在深山老林里的伐木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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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成材的林木砍伐下来，一根根地投入急湍的水流，凭借水势让它们自然地被冲击下去，偶尔遇
到有的林木搁浅，便有守候的伐木人跑去拨弄，到达水面较宽的汉口时，他们便把聚集的林木编成木
排竹筏，一边呼喊着号子，一边用竹竿撑着顺流而下，看去如同一幅活生生的山水画。
少儿的我当时恨不得也跳上木排竹筏，去体验其中的无限乐趣。
等到林木出手之后，他们便买回各种日用品肩挑着奔往山里各自的村落。
    支流的尽头便是新安江，除了伐木工在江面上撑着竹筏之外，江两边就是硬拉着船只逆水而行的纤
夫们，他们赤着脚挪步在石子路上，露着背暴晒在太阳底下，但他们依然眼望前方，有节奏地前呼后
应，对生活充满着憧憬与遐想⋯⋯谁说不是呢？
在漫长历史贫瘠的旧中国，就是这帮伐木工和纤夫们祖祖辈辈沟通了深山野村与现代城镇的生活命脉
。
    虽然我早已定居在省城，可也是他们的脊背和赤脚勾起了我对湖畔和江边的无限眷恋！
故乡啊故乡，时空又怎么能隔断这天然的情缘呢？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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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白兆麟编著的《顾盼集》里流淌的，大致是两股溪流：一是不少对往昔的回顾，其中牵动着对乡里故
国某些文化习俗的冷静的思考和反省；一是较多对现时的期盼，这里包含着对他乡异国的热切的思索
和评断。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集子里的多数文字似乎显露出融“叙事、说理、抒情”于一炉的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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