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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点评：本套丛书收录长河文丛和大观丛书精品代表作！为读者提供新知识、新思想、新角度！

九州·长河大观文丛（套装共六册），为读者提供新知识、新思想、新角度！，豆瓣平均8.5高分推荐！九州出版社出品！本套丛书收录长河文丛和大观丛书精品代表作！为读者提供新知识、新思想、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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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寂寞和温暖：汪曾祺小说选集》豆瓣8.5高分推荐！

文学大师沈从文的传人，汪曾祺生前编定的自选集；汪氏小说的代表作品，精校精装收藏新版！

《城南客话：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豆瓣8.8高分推荐！

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传人，汪曾祺亲自编定的选集；七十后的回首，一生散文精华；独具特色的选本，精校精装新版！

《古今之变》

当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历史学家、百家讲坛主讲人葛剑雄先生随笔集，细说历史上王朝的统一与分裂，回望地理与文化的古今变迁！

《壮丽余光中》

从作品和生活走进余光中的心灵世界，当代文学的锵锵三人行，海峡两岸暨香港文坛的一段佳话，诗歌、散文、评论的文学盛宴！

《民国学风》

民国风度的真精神，就在大师们的日常中，从日记、书信、自传、回忆录里追寻一个时代。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陈寅恪去世五十周年！

《一心惟尔》

台湾出版人傅月庵最新书话集，这些人那些人、这些书那些人、这些事那些事……篇篇都好看！十年磨一剑，有料才是真。

作者介绍

汪曾祺（1920-1997），中国当代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代表有《受戒》《大淖记事》《寂寞和温暖》《旅食与文化》等。

葛剑雄，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著有《统一与分裂》《往事和近事》《悠悠长水》等。

傅月庵，本名林皎宏，现任“扫叶工房”主持人之一，潜心砥砺编辑技艺，视为匠人修行；致力探索书籍的未来形式、各种出版可能。著有《生涯一蠹鱼》《蠹鱼头旧书店地图》《天上大风》《我书》《书人行脚》《一生惟尔》等。

刘克敌，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关注的领域有：中国近代与现代文化及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陈寅恪学术思想以及当代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学研究等，尤其对陈寅恪学术思想和清华学派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著有《陈寅恪与中国文化》《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章太炎与章门弟子》《梁漱溟的最后39年》等十几部。

李元洛，湖南长沙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员、诗评家、散文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文联、湖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已在海峡两岸出版《诗美学》《诗国神游》等诗学著作十余种，《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清诗之旅》等诗文化散文集十余种。

黄维樑，196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获一级荣誉学士学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学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学二十多年，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历任美国、我国海峡两岸多所大学的教授、客座教授或客席讲座教授。著有《中国古典文论新探》《香港文学初探》《壮丽：余光中论》《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等二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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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客话：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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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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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赤子其人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一个爱国的作家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从文转业之谜

又读《边城》

老舍先生

金岳霖先生

怀念德熙

未尽才

遥寄爱荷华

卷二 觅我游踪五十年

湘行二记

旅途杂记

滇游新记

觅我游踪五十年

泰山片石

初识楠溪江

卷三 七十书怀

七十书怀

随遇而安

自得其乐

卷四 五味

故乡的食物

吃食和文学

宋朝人的吃喝

萝卜

五味

故乡的野菜

豆腐

寻常茶话

卷五 城南客话

四方食事

词曲的方言与官话

步障：实物和常理

“小山重叠金明灭”

城隍·土地·灶王爷

卷六 逝水

我的家乡

我的家

我的祖父祖母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大莲姐姐

我的小学

我的初中

【附录】

当代散文大系总序

《长河文丛》

寂寞和温暖：汪曾祺小说选集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出版说明

自序

目录

复仇

老鲁

落魄

鸡鸭名家

看水

王全

塞下人物记

异秉

受戒

寂寞和温暖

岁寒三友

大淖记事

七里茶坊

《长河文丛》

古今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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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自序

目录

第一章 疆域与版图

世界史中的中国——中国与世界

中国的形成

从天下到世界

中国与世界

大一统王朝疆界的形成与变迁：秦汉唐元清

六合归一统：秦朝的疆域

大风扬四海：西汉的疆域

“中兴”和动荡：东汉的疆界变迁

舟车万里同：唐前期疆域图

四海混一，远逾汉唐：元朝疆域的形成

空前的疆域，空前的统一：清朝的疆域

王朝都城

唐朝的长安和洛阳

大汗之城，中国首都：大都

行政区划与历史疆域

尊重历史，立足现实

对中国历史疆域的叙述应该严格按照历史事实

地图浅谈

古地图何以绝迹

地图是谁用的

中国在地图上的位置

来自外国的制图知识

第二章 地理与环境

从古至今的都市

中国迁都：历史与现实，需要与可能

南北分界标志：意义和现实

更改地名之忧

撤市（县）建区的另一面

中国的城市在哪里

区是城市吗

你是哪里人

环境变迁

从历史地理看环境变迁

全球变暖与环境

由自然灾难想到的

北极可游否

由北极想到南极

民勤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吗

第三章 节日与传承

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

传统节日要有新的内容才会有生命力

增列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应积极而慎重

从过“年”到保卫“春节”

从“年”到“春节”

春节，保卫什么，如何保卫？

清明节、端午节与中秋节

如果清明节成为国定假

端午节：传统与现实

节日的创新和创新节日：我们如何过中秋

第四章 遗迹与旅游

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利用、改造与普及

为什么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改造、利用、普及不能代替保护

真正的遗产是无法普及的

文化遗产靠大家保护，也靠大家创造

量力申遗与实事求是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应该量力而行

申遗过程中也应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

五岳的来历

大运河的“恢复”与长城的修复

遗产应保护，“恢复”须慎重

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被刻画损坏的长城砖不必修复

圆明园的管理及其历史

圆明园该由谁管

圆明园之争，历史不能缺席

江南园林本姓私

水下古城的“发现”与宏泰坊的去留

莫名其妙的炒作：所谓千岛湖水下古城的“发现”

宏泰坊的去留：历史、文化与旅游的综合思考

保护老房子与古桥的命运

保护老房子为什么那么不容易

古桥的命运

开放老建筑与名人故居的利用

世界博物馆日开放老建筑的意义

关键在于合法、适度、规范：胡雪岩故居能否开餐饮

南京历史文化的流失与建设

传统工艺和能工巧匠留得住吗？

传统工艺和能工巧匠留得住吗？

苏州手艺的奥秘

第五章 移民与文化

移民与区域文化

盘庚迁殷，国都奠定

自古长安不易居

上海、广州移民文化

移民的前景与隐忧

以上海的高度“看”深圳

“闯关东”的来历和贡献

移民史研究视角下的绥远地区移民

文化掠影

文化遗产是什么

文物保护和发掘

积极探索，慎言“改写”

光绪死因的确定：历史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

为什么只有“四大美女”

上海年景的变迁

看“影响世界的十本书”的不同回答

第六章 社会与自然

有墙无墙皆为院

改善西部自然环境

荒原永恒的魅力

也谈“何时有了沙尘暴”

发展型移民的伟力

唐山地震三十年

《长河文丛》

壮丽余光中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本书作者

目录

序一：惟凭明月吊光中

序二：回到壮丽的光中

生活篇

楚云湘雨说诗踪

花开时节又逢君

澄清湖一瞥

天涯观海

入此门者，莫存幸念

满天壮丽的霞光

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诗歌篇

海外游子的恋歌

盛唐的芬芳 现代的佳构

对人生的诗的哲思

回旋曲与应战书

一片柔情百首诗

大珠小珠落玉盘

一纸诗的控诉状

诗，不朽之盛事

星云呼应余光中《行路难》

安慰落选的大象

散文篇

最出色最具风格的散文家

听听看看那冷雨

眺不到长安

向山水和圣人致敬

博雅之人，吐纳英华

综合篇

植根东土 旁采西域

海阔天空夜论诗

隔海的缪斯

望远镜中的隔海诗魂

乡土诗人余光中

中诗西诗，诗是余家事

济慈：余光中的“家人”

余光中论中文西化

说明

博采雅集，文苑英华《大观丛书》

一心惟尔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博采雅集，文苑英华

本书作者

大陆版序

目录

这些人那些人

蝶飞矣，蘧然一梦

世缘

只有真实才能获得自由

编辑李敖

亲爱的人

我不过是太白粉而已

自从一见桃花后

也读亦舒

念黄裳

猜想毕飞宇

刘震云猜想

鼓钟将将，淮水汤汤

安妮的宝贝

漫游者本雅明

瞬息的烛火

我的另一个妻子，《罗马帝国衰亡史》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得了编辑病的那个家伙！

用文字画漫画的作家

香蕉花盛开的时候

关于山冈庄八

荷风习习，屐声叩叩

旧书记忆：尾崎秀实片段

无冕的文豪

这些书那些人

胡适的宝贝

用三十年热情追踪一本书

吓坏了克林顿总统的那一本小说

时代往哪里走？通俗就往哪边去！

关于纸房子里的人

基地的想象

不要摆脱这本书

野在骨子里的冒犯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阅读像是一场降灵会

闲话《威尼斯日记》

幸好我们还有“狼”

鱼，我爱你而且非常尊敬你

中国人与日本人

江户大姐头，平成国民作家

梦外之悲

今年再不会有更好看的了！

如梦

知识的岩波，逆飞的理想！

关于少年H种种

苍茫却望潮来处

这些事那些事

旧书之光

二手书之恋

告别最喜欢的那家书店

上海之夜

大阪买书记

伤逝

纸上膝栗毛

台湾旧事

三本书的回忆

关于《送行者》

我们一起开的那家书店

终于悲哀的书

烦恼

梦与书

书事

明星·乡愁·书店街

念想

书皮的故事

世间万物无常，惟此方为妙事耳

中华雅道，毕竟不颓

其他种种

父辈之名

未敢翻身已碰头

今时往事

那些年，在台北晃荡寻书

我到东引

最后那道青春之光

后记

民国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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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雅集，文苑英华

本书作者

扉页题词

目录

第一辑 雪月花时最思友

同时代人眼里的陈寅恪

道不同亦可为谋

从挚友到对手

仰承先师学业，不妨分道扬镳

文人领袖蔡元培的“朋友圈”

三位大师，两次论争

恩怨半生解不开

鲁迅笔下的《新青年》同人

冲冠一怒为花边

人生中渗透诗的意味

马相伯与“函夏考文苑”

第二辑 夏日也有冬天之气息

“临崖挥手”与“花开满枝”

大师的占卜与命运

郑孝胥眼里的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

“三焦”疑案与新文化运动

夏日也有冬天之气息

割股疗亲与20世纪中国学术

黄侃的自负与“发明”情结

这么早就开始回顾了

第三辑 在书斋与红尘之间

平生受益“一部半”书的大师毛子水

腐心桐选祛邪鬼，切齿纲伦斩毒蛇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日出国中之游子

根底里带有一种温润

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

陈寅恪与敦煌学

后记

博采雅集，文苑英华《大观丛书》

精彩预览

序一：惟凭明月吊光中

李元洛

流年似水，逝水留年。

丁酉岁高秋之日，由湖南省文联主办、《中华诗词》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协办之拙著《诗美学》（修订本）研讨会在京举行。时维九月，序属三秋，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在满座的高朋之中，有我缔交三十余年的良友、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维樑博士，也有我二十多年来彼此都未相忘于江湖的小友、任职于九州出版社的李黎明君。黎明热衷出版有价值的好书，十分认真敬业，乐于为人作嫁，他熟知维樑与我和台湾名诗人、散文家余光中多年亦师亦友，写过不少有关文章，尤其是近水楼台与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事多年的维樑，于是他提议由维樑和我合编一本有关之书，既可供学府文林的阅读者研究者参考，也可供众多的“余迷”“余粉”悦读与快读。此议一出，当事人的我们即欣然认同，于散会后便分头准备。余光中的生日正好是九月九日重阳节，维樑十月间飞去台湾高雄市中山大学贺寿。寿星虽因不久前不幸摔伤而身体大不如前，亦不能再登高作赋，但听维樑告知此一书讯，也表示乐观其成。我因此书戊戌年有望作为他庆寿之礼，在祈祷他南山之寿的同时，私心也不免其喜洋洋者矣！

然而，12月14日中午维樑忽传噩耗，余光中因病重竟于当日凌晨不辞而别，驾鹤仙游！我如蒙电击，呆坐书房，忆及三十多年来的前尘旧梦，不禁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而泪下沾襟！对纷至沓来的媒体电约采访，我无心应答，而一一以“我心伤痛”婉辞。伤逝之中，我拟了一副挽联，发给维樑请他带去台湾转交余光中夫人范我存女士。我在给有关朋友的微信中，也只发了略表哀思的如下数语：“人生无常，光中不再；诗文永远，光焰长存！”而现在的这篇序言，倒像是痛定之后写的纪念文章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往事历历，有如昨日而并不惘然。犹记我于1980年10月参加福建的一个诗歌研讨会，会后去鼓浪屿而路经泉州，同行者有当时的报告文学名家罗达成君。在泉州的总工会招待所下榻，发现总工会所属小报的副刊《百花园》上，印有余光中的《乡愁》与《乡愁四韵》。这是我与余光中的不期而遇，也是首次纸上相识，因为此前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多年的封闭与隔绝之后，这两首诗给我极大的刺激与震撼：世间竟还有如此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好诗！回到长沙不久，我即草成《海外游子的恋歌——读台湾诗人余光中〈乡愁〉与〈乡愁四韵〉》，发表在国内颇有影响的名刊《名作欣赏》（1982年第6期）。此文随即为香港的《当代文艺》杂志所转载，编者按语说它是“大陆介绍评论余光中诗作的第一篇文章”。拙文虽是大陆推介余光中这两首诗的第一篇，但最早倾心推许余光中诗的，还有四川诗人流沙河先生。此后，我和余光中就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并陆续撰文评价他的作品和诗观。与此同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的他，也介绍他的同事黄维樑君与我通信。由维樑策划邀请，1985年夏日，在余光中回台湾执教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前夕，我终于到港与他第一次握手，说不尽的行路难，说不尽的相见欢。初见匆匆，我请他在临行前的百忙中拨冗接受采访，题为《海阔天空夜论诗——台湾诗人余光中访问记》，分别发表于大型文学刊物《芙蓉》与香港的《星岛晚报》，这大约是祖国大陆发表的采访余光中的首篇文章。其后的三十余年中，我们常有书信往还，间常有文学活动之聚会，我仍继续或撰文评介他的诗作，或就散文创作问题采访他，或抒写他在大陆与台湾的游踪。我的上述种种文章，大致都选录在与维樑兄合编的这本书里。为保持历史原貌，除了个别字句的修饰增删，文字一仍其旧。苏州大学曹惠民教授是台湾文学研究专家，他在与司方维合著的《台湾文学研究35年（1979—2013）》一书（江苏大学出版社），曾提到我在《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刊出的《隔海的缪斯——论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艺》一文，“是国家权威文学刊物最早发表的台湾文学研究论文之一”，并且客观公正地指出我“是祖国大陆最早发表评论研究余光中、洛夫等台湾诗人的广有影响的诗评家，与流沙河一起带动了祖国大陆研究台湾新诗的第一波浪潮”。

早在1972年，余光中就曾撰《朋友四型》一文，收录在他后来赠我的《青青边愁》（纯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一书之中。他以幽默机智之笔，论说朋友大略可分为如下四型：高级而有趣、高级而无趣、低级而有趣、低级而无趣。他说：“世界上高级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级又有趣的人却少之又少。高级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欢喜。又高级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狎，交接愈久，芬芳愈淳。”余光中长我九岁，亦师亦友，亦友亦师，他当然属于“高级而有趣”一型。在我的心目中，他的多方面的文学成就与为人之风趣睿智，大抵与宋代之苏轼相当。这种朋友当然可遇而不可求，幸亏我和他生在同时而非异代，而且我不求而遇并遇而成友，应该说是人生幸事，不亦快哉。我不仅多次听他谈笑风生，咳唾珠玉，短则如文化珍品，长则似精神盛宴，我不仅蒙他题名相赠他的几乎全部著作，让我再三细读耽读，绝非虚言饰语地获益匪浅，我不仅蒙他鸿雁传书，至今珍藏有他的数十封书信，而且还有令我感念而不忘的是，时间真正贵如黄金的他，百忙之中还曾赠我两序一诗，两序一为我的散文试笔之作《吹箫说剑》的代序《落笔楚云湘雨》，一为我编著的《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的代序《选美与割爱》（该书修订后易名《繁星丽天——千年唐诗现代读本》，即将由中华书局印出），序犹不足，复赠以诗。诗仿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名诗人斯塞宾所创制的“斯塞宾体”，全诗四段，前三段每段九行，最后一段八行，洋洋共三十五行，题为《楚人赠砚记——寄长沙李元洛》。余光中在一篇文章中，提及大陆最早评介其作品者，一为四川的流沙河，一为湖南的李元洛。然则，《楚人赠砚记》与他以前致流沙河的《蜀人赠扇记》，应该可以说是兄弟行或姊妹篇了。

余光中赠李元洛诗手迹

令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的，还有我访台时他对我的倾诚接待。1994年夏，我应台湾中国文艺家协会之邀访台一月，并接受由其颁发的第三十四届文艺评奖之文艺评论奖。其间曾从台北而南下高雄。教、撰两忙的余光中亲自驾车来车站迎候，让我和陪同南来的诗人向明，在城内他家下榻，而他与夫人则临时移居学校之宿舍。王勃《滕王阁序》说：“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我非高士，却下当代年长于我的文坛大家之榻，愧何如之！高雄三日他全程相陪，游览澄清湖，远去宝岛最南端之“鹅銮鼻”于夜色中观星听海，天色未明复步行灌木丛生的海滩赴东海岸之终点“龙坑”，共同瞻仰太平洋日出的壮丽盛典。随后我虽作《澄清湖一瞥》、《观山朝海》二文以记，可叹今日斯人已去，一切皆为徒供追怀之陈迹矣！

黄维樑兄是驰名海峡两岸及华文文学世界的资深学者兼作家，他与余光中渊源之深之久以及所撰有关文章之广之多之好，远胜于我。这本合著的《壮丽余光中》，他本应列名于前，而以年齿为序，我就只好愧在“黄”前了。光中兄辞世后，维樑将我所撰挽联带去高雄。事后他将拙联推介给香港《文学评论》公开发表，嘱我写几句说明，我的说明辞中有如下数语：“光中兄手握‘璀璨的五彩笔’，他是当代杰出诗人，散文重镇，翻译名家，优秀的文评家，资深的编辑家。早在1987年，我在大陆名刊《文学评论》上发表的《隔海的缪斯》一文中就曾经说过：‘我相信，时间，这位公正严明的裁判者，最终会以不锈的锋刃，将余光中的名字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上。’我现在要补充的是：不管风从哪个方向吹，不管时间怎样无情流逝，不管读者如何爱好各殊见仁见智，这位当代文坛罕见的全能型文学天才，其成就与影响大体有如宋代的苏轼。作为诗与散文兼胜的真正的大家，他的名字已经煌然镌刻在中国新诗史上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并且必将传之久远！”

流年似水，似水留年。但逝去的是时光，留下的是光中兄文学的丰碑和我永远的纪念。除香港《文学评论》外，北京的《中华诗词》今年三月号亦曾主动刊发我的挽联，并评为该期的优秀作品，可见光中兄之众望所归。我敬祭的挽联如下：

光中兄千古

九十华英，绣口锦心，五彩笔挥之，霞蔚云蒸，赢得文名传宇宙；

卅年文谊，高山流水，伯牙琴已矣，海宽浪阔，惟凭明月吊光中！

戊戌年暮春三月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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