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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古以来就
是文人学者熔铸灵魂的重要途径。特别
是明朝徐霞客倾尽毕生精力撰写的《徐
霞客游记》，开创了文化游记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以来，进入新的历史时
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交通
的便利，文化游记更是大行其道。文化
学者为了开眼界、增见识，纷纷走出书
斋，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
迈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繁荣文化游记
的先锋和主力军，促进了中国文化散文
的繁荣和发展，有关作品如雨后春笋般
见诸报章杂志，吸引读者的目光，让人大
开眼界。

笔者案头就摆放着一套由新世界
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名人文化游记》（国
外卷），主编之一韩小蕙——原《光明日
报》文艺版主编、中国当代著名的女散
文家——她是笔者的熟人。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该书出版发行伊始，笔者就从
新华书店买来，先睹为快，匆匆浏览了一
遍。近日，兴致大发，又将该书重读了一
遍，随笔写下“卧游”的点滴感悟，借此同
读者交流。

顾名思义，所谓名人文化游记，是名
人所写，且文章题材、内容涉及海内外某
一地的历史沿革、山川风光、民情民俗、
名胜遗迹和民众的精神风貌等。概而言
之，文章内容既有自然风光，又见文化精
神风貌。正因如此，作家学者成为撰写
文化游记的主力军和开路先锋，文化游
记成为文化名人的强项。翻阅《名人文
化游记》（国外卷），近30位作者都是中
国的名作家和文化艺术界的专家学者，
亦即名人名文。

名列卷首的，是中国当代著名画家、
1991年获法国文化部文艺最高勋位、
1993年获巴黎市金勋章的吴冠中先生
的《又见巴黎》等三篇文章。

吴冠中先生多年来往返于巴黎与北
京之间，亲身感受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
背景与变异，文章《又见巴黎》联想到往
昔的不同情景，引发内心深处的感慨。
过去“崇洋者”有句代表性言论“外国的
月亮比中国的圆”，如今时过境迁，西方

“日不落”的时代已过去，东方中国的迅
速崛起，包括文化的发展，让西方人刮目
相看，经商者和艺人的目光纷纷投向东
方。画家以自己在域外的亲身感受，讴
歌了改革开放给神州大地带来的翻天覆
地的变化，富有现实教育意义。

“尸骨可焚，但求作品长存。”这是吴
冠中作为画家的心态。在《蜂蝶何处觅
芬芳——展画东京题外话》一文，当画家
问及法国的马蒂斯等在日本都有模仿
者，为什么日本的西洋美术至今赶不上
法国、差距在哪里时，日本朋友的回答是

“艺术属于感情，感情难于模仿”，让吴冠
中先生感到日本朋友的回答点到了问题
的要害。同时，他联想到中国艺坛当今
存在的东施效颦的不良倾向，艺术创作
难进取、杰作难寻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文
人求名求利心切，心态浮躁，从而得出结

论：愈是求不朽愈速朽，不朽永远属于默
默无闻的拓荒牛！

居于《名人文化游记》（国外卷）第二
位的作品是《非洲暴雨》，作者是中国当
代短篇小说名家林斤澜先生。作家以生
动逼真的文字，描绘了自己飞临非洲以
丁香闻名的海岛桑给巴尔的所见所闻所
想。首先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非
洲暴雨”，真是如一片水似地从头顶上压
下来，猛抬头只见如拱门般的玻璃窗外
一片大雨，那雨点大到如鸡蛋般大，铺天
盖地砸了下来……

作家接着细描了在非洲目睹的粗犷
雄健的非洲舞蹈，以及奇装异服的男女
演员粗犷雄壮的舞姿，展示了这个海岛
独立60年来摆脱奴隶日子的新面貌、新
生活、新形象。

小说家的游记，依然反映出他们特
有的语言特征，善于描绘细节和场景，细
致刻画人物的言谈举止。那位伴随着迪
斯科在台边拍照的金发欧洲少妇，那肥
胖硕壮的非洲女人塞满整整一把椅子的
丰姿，更让读者过目难忘。

本书的另一位主编来新夏，是中国
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的名誉会长、中国地
方志协会学术委员，著述颇多。他的文
化游记《美国两瞥》，一瞥是因承办奥运
会而闻名于世的亚特兰大，他在那里看
到了幽雅怡静的自然美，尤其是在美国
洛杉矶影城大街上，美国人心甘情愿将
自己的名字和手脚印在水泥地上供路人
践踏的磊落心态，令人赞叹；另一瞥是赌
城拉斯维加斯外观的文明与幽深处的贪
欲形成鲜明对照——细致入微地刻画了
人们私欲膨胀、嗜赌成性的病态心理，两
相对照，启迪读者心智。

来新夏另两篇入选作品，一篇是《五
月的温哥华》，作者选择了温哥华繁花盛
开、景色秀美动人这一时节前来观光，恰
逢其盛，得天独厚，无疑是一种机缘巧
合；另一篇是《走进日本》，作者选择了第
一颗原子弹爆炸地广岛落笔，揭示了战
争带给人们的灾难，而作为日本国花的
樱花香艳绽放又昭示了和平的美好，两
相呼应、鲜明对比，彰显了作者构思的精
巧，给人启迪。

李国文是中国著名的小说家，虽然
只有《此曲只应天上有》一篇文章入选，
但却见证了他刻画人物的不凡功力。

游记要写景观、写风土人情、写历史
名胜，然而李国文的莫斯科之行，却集中
笔力赞颂苏联芭蕾舞功勋演员普利谢茨
卡娅的绰约风姿和出神入化的艺术表
演，在芭蕾舞的世界里，她是一颗耀眼炫
目的明星。作家访苏时，恰逢这颗明星
六十周岁生日举行告别艺术生涯的盛大
演出，“整个剧院座无虚席，鲜花几乎把
乐池舞台都淹没了”，掌声和欢呼声震耳
欲聋。这位六十岁高龄的芭蕾舞演员

“还能像二十多岁的青年姑娘那样轻盈、
秀美、柔韧，透出青春的朝气和充沛的精
力”。作家集中笔力赞美这位苏联功勋
演员、大师的绰约风姿和出神入化的艺
术表演效果，充分展现了小说家的语言
魅力和刻画人物的功力，给读者留下不
可磨灭的印象。尤其是作家采取侧面烘

托的表现手法，从观众和剧场反应的热
烈，从作者内心受到的震撼，体现了艺术
大师的无比魅力，让读者难以忘怀。

王辉是一位社会科学家，入选作品
《韩国之旅》由花及人，写出一种人情、国
情，展现生命之花的川流不息，如永不枯
败的花，给人启示。《加拿大人》第一篇写
与新娘照相，题目有趣有味，从中看出当
地人的好客，告诉人们有趣有味的人生
才是诗意人生；另一篇通过对那位风姿
气质不凡的外国老妪的外貌和言谈举
止的生动描绘，自然而然地告诉读者一
个道理：人的美是由外及内、由内而外，
互为因果，而最本质的是人内在世界的
气质美。

柳鸣九的《在圣女贞德的广场上》，
文章集中笔力写卢昂城广场上贞德就义
所在地的环境，将这位少女的伟大与对
已逝英雄人物不事张扬、简朴低调的纪
念文化相对照，告诉人们：英雄的伟大不
朽，不在于让人看得见的丰碑，而是刻印
在人们心中永远不朽的形象。

陈漱渝的《樱花雪》，既是写自然风
光，又寓意日本社会黑暗的另一面。樱
花盛开美如绯红的轻云，带给人们欣喜
与欢乐。多少中国男女旅者就是憧憬日
本的富有和文明而踏上旅程，但一旦踏
上这个东方岛国，现实给予他们的却往
往是摧残打击的另一面。他们的美梦破
灭有如樱花落地，黯然失色……

冯骥才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兼画
家，一马双跨，出版过多种画集。他以其
中西贯通的绘画技巧与含蓄深远的文学
意境，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被称为“现
代文人画的代表”，其小说和散文创作亦
风格独具，富有意境美。冯骥才有四篇
作品入选《名人文化游记》（国外卷），可
谓篇篇精彩，耐人寻味。

《浪漫的灵魂》文章开篇就别具一
格，由记者发问，举例谈及印象特殊的各
国女孩，从而引出游记主题。作家就像
答记者问一样，列举了不同类型的各国
女孩：最美的是波兰姑娘，最特殊的是奥
地利姑娘，进而引出没有印象的奥地利
老妇人。出人意料的是，作家没有停留
在对两个国家姑娘的外表评价上，而是
引申出奥地利姑娘对歌舞的钟情，表达
了真正的浪漫是来自音乐的浪漫、灵魂
的浪漫。

在《维也纳春天的三个画面》中，冯
骥才通过三个画面表现出维也纳无比
灿烂的春天气息。作者是画家，为文也
带上色彩美，简直是用文字当画笔，彩
绘自然景色的美。文章处处泛滥的绿
色，尤其是红玫瑰深夜破窗而入，赠人
以清香和美色，极富诗意，真是诗中有
画，出彩极了。

《永恒的敌人——古埃及文化随想》
同前几篇文章一样，作者精描细绘自然
景色，不一样的是此篇文章直接触及人
文哲理，关于生与死、短暂与永恒，给人
深刻的启迪。

《细雨品京都》，一个“品”字道出了
文章的韵味与境界。细雨空蒙的京都，
雨洗过的金国寺格外金碧夺目，宝塔尖
更加峭拔，从而创造出醉人的意境。作

家运用文字描绘出来，堪称绝色。
如果说作家的前几篇散文是绘声绘

色，唯《散漫的天性》宕开一笔，富有哲
理，告诉人们，时间对世人是公平的，但
拥有时间以后，有人用来奋斗，有人用来
享受，谁对谁错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人生
的目的和追求各自不同。

张抗抗入选的作品是《埃菲尔铁塔
沉思》。作家是一位小说家，出人意料的
是，通篇都充满诗情画意的联想，不直接
描绘塔的雄姿，而是通过个人的感受与
想象，反衬铁塔的雄姿与高险。对比之
下，反而觉得诗人舒婷入选的几篇游记
只是烙印着诗的结构特点，段落与段落、
句子与句子之间富有跳跃性，虽然读来
有简洁明快之感，但却少有诗情画意，少
见诗性，不知何故。

韩小蕙的《蒲甘落日——缅甸纪行》
文中有许多独到的见解，饱含哲理。比
如对美的观念，将残缺不全奉为美，虽然
理念并非作者己出，是从哲学大家那里
汲取的，但却渗透着韩女士的思想倾
向。她的作品通篇充满女性文学色彩，
细腻真挚，不耍花枪，在全国女性作家中
独树一帜。

《马来西亚三章》同样彰显了韩小蕙
为文的特色，细腻而饱含情感。在马来
西亚大市场遇见的那位文质彬彬的华人
后裔美女，犹如浮雕似地印刻在读者的
心中，只是一个请求让路的细节，就将美
女的性格刻画出来。另外，作家对赴球
场等待的焦急心态的描述活灵活现，生
动极了。

本埠作家张炜的两篇作品，是《名人
文化游记》（国外卷）的压轴之作。一篇
是《西德散记》，作家将家乡龙口的一条
小河流同横贯西欧的莱茵河相提并论，
凸显出作家张炜质朴的感情，道出了千
好万好不如家乡好的质朴乡情乡恋——
河流虽小，但却与作家的成长息息相
关——彰显了张炜看问题的独特视角：
莱茵河滋润了欧洲，芳青河滋润了华东
的那片平原；龙口的河流虽小，但同样滋
润了掖黄平原，物产丰富，人才辈出。

《作家待过的地方》一文，更看出张
炜非同一般作家的特异之处。每到一
地，他见人所未见，想人所未想，善于从
细微处发现每位作家的人生追求和特立
独行的创作风格，诸如歌德之勺、爱迪生
的礼帽、佐藤春夫馆、艾略特之杯、梭罗
木屋、惠特曼的摇床，这是一般读者容易
忽略、视而不见的生活细枝末节，但张炜
却能从中寻求作家的生活性格、人生之
路，寻寻觅觅，从中发现作家的共性和创
作风格，以资走好自己的创作路。

《名人文化游记》（国外卷）虽然系名人
游记，但文章亦有高下，风格、立意也各有
不同，故可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口味。

读名人作品 话文化游记
——《名人文化游记》（国外卷）阅读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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