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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秋在吴，战国于楚；秦属九江、泗水，汉归扬州、豫州；明隶南京，清置安徽。
北接中原，南连浙广，西靠大别山，东跨长三角。
北上之锁钥，南下之咽喉；顺流赴东海之必径，溯江入川陕之当途。
既为兵家盘桓之枢纽，亦肩商家百年之英名。
　　登黄山之云松、九华之佛境兮，沐心忧澄净，领生命之超卓。
　　临扬子之壮阔、淮水之浩淼兮，浴思接千载，会历史之精妙。
　　前有老庄“无为而治”深邃哲理之伏笔，后有陈胡“科学民主”治国方略之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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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为，笔名为曹无为。
“全国优秀教师”。
曾在省文联作家协会的一家文学刊物任编辑、记者十年有余，出版文学专著两部，即中短篇小说选《
城市序言》和《原生态图景》，近百万字。
从事“东西方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明清小说鉴赏”、“语文教学
法”、“写作学”、“作品选读”、“大学语文”等课程教学十二年，出版专著两部，即《唐诗三百
首典故词典》和《唐诗三百首插图注释》；合著三部，即《比较文学新编》、《中外电影故事精选》
和《教育诗学》，一百多万字。
此外，尚有诗歌、小说、散文、电影文学剧本、报告文学和部分论文等，散见于省内外报刊。
年青时，为了谋生，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丰富的生命体验和积累，为写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活源
泉。
这里辑录的一百篇描述性文字，以前大多在报刊上与读者朋友见过面，整理出版，以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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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审美与思辨——读曹为散文皖賦(代自序)自然选择篇走进自然感受西湖西部组诗九则周庄归来话旅游
海南历险记我美丽的故乡故园六则浮世三绘花渡河咏叹调仙湾湖，与春天牵牵手回忆年初那场雪融于
自然心自净攫食大战淮北散记向淮河儿女致敬淮北瑞雪兆丰年诗意城市富春江游记文学叙述篇平平仄
仄读书声——读书就是读人生、读历史、读哲学、读自然1995年文学期刊面面观文坛盛会再寻根省文
联文化人凤凰城飞出两个美丽姑娘曹禺与《王昭君》探春的“骑虎”精神宋江为何挨骂人物结局三个
女子的经典出场张艺谋：中国当代顶尖级“色彩”大师来自曾母暗沙的小说叙述文学审美三境界酒神
与艺术恋人絮语宗璞笔下的人物形象诗魂朦胧话海子“秋雨时分”话秋雨佳思奇构话李杜《百年孤独
》叙述要点思索《鲁滨孙漂流记》与《莫普拉》新解艺海津梁思想者不老感官文化与沉雄之气名著內
质谈都市中的家庭文化乡土文化又来抢滩一种文学现象铅字文化的生命力高加林，你昂起头来美，就
是生活《寒夜》唯有蓝光身边弹奏保密弦战国诸子十家古代昼夜记时法为米南宫正名——与王剑先生
商榷常见声同形异字细读摆不脱的死亡眷念历史教科书上最辉煌的一笔母教恰似三江源舌耕笔耘 泽被
后人文本教学的两点思考阳刚红楼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之心理成因乡土问询篇双手托起一个世界烤乳
猪与舔饭碗跟着外公学雷锋沉浮之间办了个“学习班”亲眼目睹“破四旧”失乐园，复乐园大队文工
团书的故事你所感悟的家庭教育童心大丈夫的小伎俩“寡人”之论翁婿情深泰山.泰水再创业的艰辛旅
程贫贱夫妻白蝴蝶爱意阑珊带着微笑拖地板漂在“年”外三遇偷儿心病热血长江有传奇姨家小五子一
位公安干警平凡而传奇的一生虎年忆祖生命激扬篇一江春水向东流同学惋惜与哀思师魂颂师魂的內核
教育也是热门话题——与外国学者的对话短暂与永恒——为学院55岁生日作外教马闻道先生传奇跨世
纪的两位美国女学者涉外小故事新区，很美学院班车报春的绿树来自秋天的希望——为《潺溪》文学
社作假说“记忆移植”世纪留言路口群芳谱三女雅趣五朵金花登陆文学院小秦华的追求夜来一缕幽香
爱情是什么“东东”第三者插足的故事无限春晖吃鸭肫市民人物谱与留守儿童做朋友雪地英雄城市英
雄西子湖畔的安徽籍民工建设者女人的美源于生动下岗女工迈出第一步“行为艺术”滴血帷幔斯花独
忧愁一唱三叹话人生深水炸弹来自基层的感动江畔明珠记音乐助您飞翔附录：古今体诗词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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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典优秀散文大都是审美和思辨并重的。
作为文学样式，散文可以抒发个人情感和性情；作为载道工具，散文又可以对哲学、政治、历史和现
实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剖析。
可以说，中国传统散文既是审美的，又是思辨的。
现代散文逐渐向西方靠拢，只侧重于抒情和记事，而放弃了思辨功能，是很可惜的。
近年来更走向极端，许多散文只将生活中的琐屑之事敷衍成篇，既无美感，又无思想，失去了筋骨。
其实，纪实、抒情和思辨的统一，才是散文内在的凝聚力。
　　曹为散文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传统。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履印温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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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