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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干《人间食单》…………………… 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

王剑冰《旷野：王剑冰经典散文》………山东文艺出版社2022年8月

孙郁《寻路者》……………………………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

刘跃进《从师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5月

李一鸣《在路上》………………………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8月

李敬泽《上河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

杨献平《沙漠的巴丹吉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

肖复兴《燕都百记》………………………… 中华书局2022年10月

陈建功《岁月拾荒》……………………中国文史出版社2022年1月

穆涛《中国人的大局观》……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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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花地文学榜年度散文榜单
（以作者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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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中羼入时代新声
穆涛的散文挟着元典时代汉语的真气呼啸而来，摒弃了文体的固化规范，

也没有象牙塔的贵族气和酸腐味。他绕开“五四”的洋腔洋调，心仪先秦气象血
脉，又得汉代史家真传，兼有魏晋文章的笔意，如此他以“大史小说”为落笔点，
以“词语解释学”为地基写出的一批文章，自是敦厚质直、骨力刚健，既具田野之
气、山林之色，又有古风与遗风之作。

不过这古风与遗风又不是遗老遗少的旧音，而是羼入了时代的新声，且含
有现代性甚或后现代的眼光，以及现代人的人情和人性的温度。《中国人的大局
观》正是这样的一部散文集。

点评：陈剑晖

1
捧人间烟火，敬似水流年

《人间食单》共分“美食的‘首都’在故乡”“寻找他乡美人痣”“人生百态看吃
相”三辑，让“食物”登台唱主角、挑大梁，在平实、日常的叙述中，展现出食材的本
味、风物的质地和烹饪的精巧，以及饮食文化的历史脉络与时代嬗变。捧一碗人
间烟火，敬一杯似水流年，念兹在兹，滋味绵长，在文字的迷阵中，美食轻盈地跳脱
出来，与故乡、时代、生活、情感、地理、人文、哲学等相互关联，交融交织，深情相
拥，从而使得“人间食单”成为“人生指南”，抵达文学书写意义的彼岸。

点评：王国平

书写天然与辽阔

王干

《人间食单》

王剑冰

《旷野：王剑冰
经典散文》

文字天然、辽阔，谋篇布局大开大合，作品自成一种境界、一种格局。
这种天然与开阔，来自作者阅尽山川后的视野、体察万物后的胸怀；这种天
然与开阔，使作品有着“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山的气象与“利万物而不争”的
水的特质。

《旷野》囊括了对山河草木的歌赞、对历史沧桑的感怀、对人情冷暖的
书写以及对故乡的回望，笔触细腻、温润、质朴、清新，优美的语言闪动着灵
性之光。全书将人文与自然融于一体，呈现出一种底蕴丰厚的美感。

点评：杨海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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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

《从师记》

孙郁

《寻路者》

3
“学问”散文化与“创作”学问化

《寻路者》为学者散文之一种，可谓“学问”散文化与“创作”学问化的
有机物。全书十几章，走进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一批民国著名文化人物
生活和思想的现场，话题开阔丰富，能在说文述事中深勘各种“寻路者”隐
秘的内心世界，让读者得以一睹他们多姿异彩的精神表情。作品言之有
物而及物，笔调从容有致，具有孙郁式幽默意趣。

点评：丁晓原

李一鸣

《在路上》

5
路上风景更是心灵景观

人生如行旅，无人不在路上，所以，“在路上”不只是凯鲁亚克的叛逆，也可以
是作家李一鸣的温情。他以此为名的散文集，用人、年、地、事四辑结构，书写自我
成长、人事机缘、自然感怀和史传哲思。每一篇都扎根土地，怀抱质朴，每一篇又
都追求游于物外，境界超拔。

他写苏轼、文天祥、王懿荣，写岳父、儿子、表弟；他听黄昏的声音，看园子的四
季；他写酒写花写河流草木……生命有多丰富，眼界就有多开阔；天地有多空旷，
精神就有多自由。他推陈出新、独具性情，他博雅慧美、悠游通达，由此，路上风景
不只是人生映衬，更是心灵景观。

点评：付如初

李敬泽

《上河记》

6
实录笔调中的诗性灵光

李敬泽的《上河记》主要围绕黄河流域的风景、人物、历史、故事，以
及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沙一石展开，在近于实录的笔调中充盈着诗性
的灵光。这里有天地的情怀、人生的感喟、人情的冷暖、灵性的润泽、幽
默的趣味，更有自然、质朴、平淡、自由、快乐与超然的生命舒放。这是一
首关于黄河、民族、文化、人性、智慧的古老而又年轻的歌谣，也是作家不
断拓展思维空间、散文边界与心灵世界的大胆尝试与勇敢跨越。

点评：王兆胜

7 西北天幕下的内心历程
不论是对于丰富生活的描写，还是真情实感的表达，或是人生点滴经验及其

智慧的映照，以及对生死、得失、进退、荣辱、拙朴、雅俗等的理解和体悟，杨献平
的散文并无大的波澜，只是生活的原生态描写，但却充满生活哲学和人生智慧，
给人留下不少回味。作者长期在西北巴丹吉林生活，他以在巴丹吉林沙漠从军
的体验与观察为主题，呈现的是瀚海泽卤之间别有趣味的边地生活，西北天幕之
下丰盈独特的内心历程。

点评：王燕

肖复兴

《燕都百记》

8
白描手法温情再现古都风采

燕都即古北京，千年以降，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籍、风物传说、民俗风
情。肖复兴的《燕都百记》以百篇随笔文字，选取了北京城内有特色、或变
化或湮没的名胜古迹，有楼台会馆、胡同戏院、庙宇店铺等。作者寻访往
事、故人和旧景，记录北京历史沿革和地理变迁，以白描手法，朴实的叙
述、温情的笔调，展现了古城新与旧的风采，绘就了一幅燕都“清明上河
图”，是一本表达对北京热爱与怀念的书。

点评：王必胜

9
“真佛只说家常话”

陈建功的散文就是他“这一个”的人生，彰显其人格魅力。写亲情往事，记文
人往来，摹北京滋味，状日常生活，尽是人生百味，而且原汁原味，滋味丰厚。文
字率性而为，自然大方，洗尽铅华，不刻意运用任何技巧与手法，是“真佛只说家
常话”的写法，却又多变，幽默诙谐处令人开怀，点到为止处启人思索，嬉笑歌哭
时使人长叹。

赤子情怀和超然物外的君子之风兼具，性情、阅历和识见、趣味俱在，自是与
寻常笔墨不同。

点评：潘向黎

穆涛

《中国人的
大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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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献平

《沙漠的
巴丹吉林》

陈建功

《岁月拾荒》

以朴素之心记学者之事
以朴素之心、学者之笔，记学者之事，就是这本《从师记》。全书中心是记

人，但以事传人，没有虚笔，都是根据作者亲历亲见亲闻。以事传人，以史寄
情，都是围绕学术，从中可以看到学脉、文脉在两三代学人之间的传承、光大。

这本书的内容厚重、坚实，思想超拔、高远，文笔却又平实而真切、中正而
自然。读这本书，可以明白真正的中国传统学术是什么。我们在深受感动的同
时，可以由此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感到一丝欣慰和信心。此书堪称新时代学
者怀人散文的典范。

点评：祝晓风

文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