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名家有约

半生坎坷多少句，江湖零落一卷书。
张长誉诗文集《远去的歌声》付梓之际，捧
读其中篇章，但觉语言质朴、情感炽烈、直
抒胸臆，似有无数个“我”争相发言，酣畅
充沛，虽偶现处于“平流层”的赘叙和力有
不逮的踏空，但浓烈怀人怀乡情愫和众多
闪光生活细节，成就了其文本的特殊质地
——恰如粗瓷大碗盛满自酿的土酒，浓香
醉人。

见证其艰难曲折中的奋争，认识其并
存于谦卑的强大。王蒙讲，文学是对时
光、生命的挽留。张长誉读书不多，中年
才开始涉足写作，全凭“一腔孤勇”式的热
爱。所历所写，即是人生。生活曾将他踩
在脚底反复“摩擦”，他仆而跃，再仆，再
起，不服输，不言败，不屈不挠，如村上春
树言，当你穿透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
来那个人了。他对文学充满虔敬——骨
子里的修养要求他怀着学徒之心去耕耘
文字的垄亩。生活给了他充分的养分和
原材料，他于文字的确未尽雕琢之功，但
那一股自强不息的力量，对真、善、美和人
间正道的执著追求，甚至对于人类施加于
自然的种种危害的“无辜获咎”式承担
——难道不是可贵的吗？从这个意义上
讲，“文学的谦卑”与“人生的自信”在他身
上并轨而行，合而为一。

领略其始终不渝的真诚，惊艳其超拔
于庸常的绽放。从季候、花朵、高粱、草
场、小路、跳板到血亲直至瞎子张婆婆式
的乡邻，张长誉所写不能不令人联想起田
禾那首《喊故乡》：“用心喊，用笔喊，用我
的破嗓子喊/只有喊出声、喊出泪、喊出

血/故乡才能听见我颤抖的声音”。张长
誉是一个原生态的歌手——用真挚诚恳
和拙朴力量，用几乎“下意识”的本能，表
达内心热爱。其实，在峻厉生活面前，世
人所指称的“诗意”是浅薄的、不可靠的，
有意义的是生活的真知和沉积的结晶。
诗人在回忆父亲时写：“褪去棉袄，赤膊的
父亲在木盆中俯下身子啄破冰层用双手
在河底摸着魚儿，摸着良心！摸索苦难的
岁月。”探及了一个时代的广阔与深厚。
在吟诵红梅时诗人说：“一朵生长在悬崖
上的红梅/这是一个五月的签收”，这样的
诗句会令不少诗人叹服吧。“何必丝与竹，
山水有清音”，后河、长阳乃至延安、新乡、
昆明……作为一个“有准备的诗人”，张长
誉心系屐痕所到之处，“把逝去的每一刻
变成自己”（黑丰语），对大地的书写中多
有“个人化”的印迹，难能可贵。归来者重
新发现的家乡，不管是庙兴还是张家大湾
（甚至他的微信名就叫“张湾”），应该称作
“故乡”了。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心
灵史，一部家族史，同时也是一部切片式
的社会史。

欣赏其勇往直前的豪放，感动于其潜
藏于内心的深情。因着一些“白日放歌须
纵酒”式的狂欢，朋友们见惯了张长誉仰
脖吞酒、豪气干云，也习惯了他的高声大
嗓、热心快肠。这些年，受文友们邀请，我
们一起到过花乡茶谷、青林寨、鸣凤山，共
同参加一些文学活动，他都积极参与、热
情地跑前跑后；风尘仆仆赶到武汉，领着
舒婷、陈仲义贤伉俪赴鄂州采风；《天津诗
人》总编辑罗广才等来访，酒酣耳热之际，
他强烈要求当众吟诗，激情澎湃，把气氛
推向高潮……而这并非他的全部，一个不
懂得孤独的人、不会与自我相处的人，是
无法真正抵达文学的。他给子侄辈的信，
在粗粝豁达表相下有着异常的柔软和寂
寞；“每次深夜起床”，他都会用眷念的目
光扫描周遭；而当诗人“用摇摇欲醉的眼
神看你”时，世界都会感动了吧！坚强，不
过是柔软被一次次磨擦挤压后生出的茧。

当然，从文学的“意外”来讲，我更看重
这本书的也许并非他自我认可的吟唱，兴
许恰恰是他的踉跄和失控之时——那险要
处、开阔处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风景，但
需要更深地开拓。“我因为改变了句法，也
因此改变了自己的知识。”希望并祝愿，诗
人能从叶芝这一主张中获取新的方向，新
的言说技艺，增添向前掘进的新力量！

粗瓷大碗，盛满自酿浓香
——写给张长誉诗文集《远去的歌声》

□ 杨章池

我和王昌赋相识多年，但来往并不
多。近几年，他经常参加市作协的活动，
我们便接触多了一些。

王昌赋退休前是荆州国旅的老总，业
余写诗。我在荆州文学网络版上陆陆续
续读到过他的一些诗作。我先是漫不经
心地浏览，看着看着，竟反反复复地看了
几遍。他的诗是有温度的，是真情写作。
其诗意境独特，诗句奇崛，思想深厚，结构
和节奏，都具有现代诗歌的品质。

王昌赋打算将他近几年写的诗结集
出版，请我给他写序。这让我有一些惶
恐，一个不会写诗的人来评诗，只怕难得
切中肯綮。他说，你就随便写吧，写出你
的直觉即可。这让我没法推辞。

一连几天，我在书房里静心阅读王昌
赋的诗作，窗外杏叶落黄，香樟吐馨，秋风
掠过，阵阵树叶沙沙作响，犹如我与诗人
在对话。

王昌赋是一个家国情怀深重的人。
他直面社会和人生，爱恨分明，面对社会
的某些不公和丑恶现象，饱含愤激和悲
悯，化作他的诗作。他的诗歌创作有着不
寻常的勇气，敢于将热点新闻入诗。他的
诗，构思奇特，境界开阔，真挚深情，“诗与
远方”二者兼得。

愤怒出诗人。同样，爱心和悲悯也出
诗人。《今夜，天上的月亮为谁而圆》，写的
是农民工正月十五离别家乡和亲人时的
情景。此刻，天上月亮正圆，地上灯笼高
悬，“可是，你拒绝了灯笼/拒绝了汤圆/在
火车站宽阔的广场/你错把霓虹灯/当成
了十五的月亮。”诗人并没有刻意渲染打
工者远行的悲戚，笔锋一转：“伸向远方的
铁轨啊/请等一等/我还想/为他们捎去今
夜的月光。”诗人捎去的是温暖、希望和远
方，是人性和生活的底色。

对弱者的人文情怀，是王昌赋诗作的
主旋律之一。“事实上我只是荒野的一棵灌
木/守着一块贫瘠的土地/还要一次次躲避
樵夫的砍刀/事实上我已习惯于沉默/我即
将死去/枯萎成柴/别把你没有熄灭的烟蒂
扔向我/如果将我点燃/我只能燃烧/无话
可说。”樵夫们挥动砍刀的时候，是否听见
灌木的呻吟？不要蔑视任何弱小者，灌木
虽已枯萎，但它也会愤怒，也会燃烧。

冷漠和精致的利己主义是这个时代
的病症。一个女人因乘车过了一站，与司
机发生了争斗，旁观者漠然地观望，没有
一个人劝阻，悲剧发生了：“长江/用一朵
硕大的挽花/为十五条生命集体出丧……
/他们以为不吭声就不会招惹谁/却用他

们的冷漠/招惹了死神。”诗人的诘问发人
深醒，此刻，你冷漠围观他人，瞬间，你可
能就是那个被冷漠围观的人。

爱情诗好像是年轻人的专利。但青
涩少男少女的花花草草、风花雪月不是真
正的爱情诗，它犹如风掠水皮，来得快，去
得也快。王昌赋在写深刻的歌哭的同时，
也抒写纯粹的恋歌：“三月，我与一位姑娘
定下婚期/我要用炮弹壳做的戒指/戴在
新娘的无名指/可是对不起呀/那一天/我
被永远定格在广西/在一座墓碑后/成了
永远的稍息”。真正男子汉的爱情是深
沉、以至于惊心动魄的。作为军人出身的
诗人，他亲历了越南自卫反击战，才能写
出这样感人至深的战火中的爱情。

另外一首更显露出战争中的人性
美。“姐姐/很多次/你替我清洗伤口/你的
发梢掠过我的肌肤/姐姐你真好看/原谅
我的唐突/你可不可以抱抱我/…… 那一
年/那一天/那一刻/二十岁的女兵俯下
身/将她的初吻给了十八岁的烈士赵维
军”。诗人表达了小战士对美好人生的依
恋，对爱的向往，对生活的憧憬，而女战士
俯身一吻，让我潸然泪下，这是惊天动地
的一吻，是超越了男女情感最伟大的战友
之吻。它让我自然地想到了茹志鹃的《百
合花》中给小战士盖被褥的小媳妇。

王昌赋不但有感天动地的爱情篇章，
同时他也有缠绵蕴藉的佳作：《能不能钻进
你的伞底问一声好》：“我在迷蒙的雨中/独
步/谁撑着一把伞/让我看不见伞底的风景/
从远处望着她的背影/假如被我跟丢了/就
找一个地方/用文字煮一杯咖啡/孤独地品
尝孤独”。没有真切的情感体验，没有细腻
温柔的情怀，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佳构。

说到底，诗歌的高低最后拼的是诗人
的格局，只要诗人有大格局，诗歌才能呈现
大气象。一首诗如果没有灵魂，没有思想，
没有情怀，仅仅靠抄弄文字和技巧，最终是
苍白无力而缺乏生命力。王昌赋是一个有
思想、有情感的诗人。他的故乡情怀很重，
写故乡、写故人、写乡愁，都留下许多美好
的诗章。其诗句中带着对故乡的每一个故
人、父老乡亲，以至于一粒麦穗、一朵芦花、
一棵桃树、一阵秋雨、一声鸟鸣深深的爱，
用情感和意象诉说着历史和今天。

“一个农民诗人终日在土里刨食/其
实，他刨出的每一节树根/都是铮铮的硬
骨/他刨出的每一粒稻谷/都是可以喂养
诗歌的文字。”

这是王昌赋为一个农民诗人写的诗，
这同样也是王昌赋自我的真实写照。

从灵魂深处发出的歌吟
——王昌赋诗集《颜色的对仗》序

□ 周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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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跋选粹

一
一百年前的那几年，也就是在1920年前后，

在中国和欧洲都出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
欧洲作家中，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詹姆
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卡夫卡的《城堡》和艾
略特的《荒原》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雅各的
房间》的出现，改变了小说的面貌和走向。在中
国，新文学革命的浪潮中，鲁迅的《狂人日记》《阿
Q正传》的出现有石破天惊之感，稍后的郁达夫、
茅盾、巴金、沈从文的小说至今仍旧是耀眼的路
标。此后，百年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发展，也大体
上都在“世界文学”的视域里进行参照性发展。
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的40年里，中国当代文学
一直在和世界文学的对话中生长。

因此，我格外关注汉语中文写作中，小说创
作的界标性作品的出现。2018年，作家出版社
推出了一部实验性很强的长篇小说《灵的编年
史》，它的作者署名为霍香结。霍香结写过多部
极具实验性的小说、诗歌以及论著。

2019年，霍香结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他的最
新长篇小说《日冕》（初名《家语》），并给我留言
说，这是一部家族小说，也许让人会想到《白鹿
原》那样的作品。

小说史诗般描绘了一个客家人家族迁徙的
过程，叙述风格细密得密不透风，显示了霍香结
还有现实主义白描手法的深厚功力。

我手头有几本霍香结自印的诗集和思想片
断集子，如《黑暗传》《灯龛》等，都很有意思。霍
香结在201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地方性知识》。
这是一部在田野考察基础上用方志体例完成的
文学人类学著作，当时我就很关注。

2017年，《收获》杂志的长篇专号秋冬卷发
表了霍香结的这部《灵的编年史》。这是一部用
非线性方式陈述现代精神高度的拟经性叙事作
品——那么，我们还是确定这是一部长篇小说
吧。霍香结的知识、才华、品位，乃至于性情、感
受力和判断力，都通过这样一种形式表达出来，
那些看来十分庞杂的各类经验，在作品里形成了
一个足供思考的整体。

这部作品的吞吐量很大，有着磅礴的气势和
形式上的绝对新颖。阅读这部作品，可能需要读
者有一些庞杂的人文知识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基
本准备。比如对时间的运用，比如百科全书派
小说对知识的正向和反向的使用，比如后现代
主义小说的反讽和拆解，比如梦幻叙事小说的
梦态结构，比如语言辞藻新奇华丽微妙多义的
新小说和新派寓言小说的能指与所知的方向不
定，都是读者靠近这部小说的路径，比如数学小
说和哲学小说。

这部作品算是汉语小说的“横空出世”，是当
代叙事性作品的一次耀眼的事件。我觉得《灵的
编年史》为汉语小说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的奇
诡、新异、深广的异质性的文本，探索了当代汉语
小说的新边界，并树立了一个醒目的界标。

拿到《灵的编年史》的时候，我注意到白色封
面上有个腰封，上面有几行字：《灵的编年史》、

“秘密知识的旅程”“鲤鱼教团及其教法史”“一部
开放性的百科全书小说”这些字样，我觉得这些
字样就是进入这本书的钥匙所在。

二
我作为一个当过多年文学编辑的人，习惯保

持一种宽阔的、包容的视线，对新的、生长的东西
总是抱有巨大的热情。我注意到霍香结很多年
了，他似乎就想在实验和前卫、先锋的道路上狂
奔。早在10多年前，他就操持主编了一套书。
这套书就是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前沿文
库”，先后出版了两辑，一共17册，可以说是阵容
可观、不容忽视。这17部小说，让我看到了年轻
小说家的锐气、想象力和对汉语文学的创造性探
索，令人激动。

在“小说前沿文库”中，我前面提到的霍香结
的那部长篇小说《地方性知识》就很独特。这是
一册表面上看是一本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志，实
际上，它是作者霍香结虚构的关于中国的地方志
的想象元素的虚构作品。真真假假，假亦真来真
亦假，完全是一部虚构小说。30多万字的篇幅，
其表面扎实的学术性呈现，掩藏了其内在的虚构
文学想象力的阔大和锋芒，让人惊叹。同时，这
套书还有霍香结主编的两册《乌力波》，作为这10
多本汉语实验小说文本的一种注解。《乌力波》是

欧美实验作家和数学家构成的群体给自己起的
名字。这本书收录了西方和中国作家的一些新
的实验小说。想想吧，数学家和文学家都结合起
来了，其中一个诗人利用数学原理，写出了100
万亿首诗歌。让我们记住他们中间最突出的名
字：雷蒙·格诺，一个法国作家。因此，我们看到
了霍香结在实验小说的推动上早就十分突出，他
做了很多事，不仅策划出版丛书，还化身为多个
作者，写出了多种文体的作品。

我再提另外一位实验性作家——康赫。康
赫给人的印象是边缘和孤独的。2015年的一
天，我拿到了康赫的长篇小说巨著《人类学》。没
错，是一部长篇小说叫作《人类学》，而不是一本
真正的人类学学术著作。过去还没有一本小说
叫做《人类学》。

作为一个在当代文学的生产现场的人，我较
少看到霍香结和康赫这样的作家。他们是坚定
的、耐心的、自信的，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有着伟
大小说杰作的标准，这标准由难度、长度和丰富
性、复杂性，由语言的足够丰富，由结构的非常复
杂构成，就像是恢宏或者怪异的大厦和迷宫那
样，他们在建筑属于自己的想象力结构。

我想，霍香结的《灵的编年史》和康赫的《人类
学》，都是这些年不能忽视的汉语小说中的特异之
作。由此可见，汉语小说的实验精神依然存在，在
年轻作家那里，存在于大地的缝隙里，他们顽强地
掘进，从不故步自封，他们将汉语小说的可能性及
其边界展现出来，并不断地预言着未来。

面对霍香结的《灵的编年史》，面对康赫的《人
类学》，这两座汉语实验小说的新界标，最好的办
法是读起来。所以，先锋文学是一种姿态，一种躯
壳，一种精神，一个向度，一个箭头符号，一股流
水，一团火焰，一次生育过程，一个行动本身。它
永远都呼唤你的加入，而你将注定永远年轻。

2020年初，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万亿首
诗》译本，拿到手里，我的确感到这是一个诗歌生产
的机器。一首14行诗，能够演变出很多诗篇来。

因此，我们看到霍香结在实验小说的推动上
早就十分突出，他做了很多事，不仅策划出版丛
书，还化身为多个作者，写出了多种文体的作品。
2020年，疫情过后，也许我们会把更多的目光投
向他，希望他的长篇小说《日冕》能早日出版。

正像我在文章开头时说到的那样，我们有时
候因为走得太快，以至于忘记看到界标的情况。
等到我们回过头看来时的路，界标的存在仍旧能
醒目地提醒着我们走到了哪里。在这个意义上
说，霍香结的极具实验性的小说写作，的确为我
们提供了无法忽视的文本，他的小说在大道边矗
立着，提醒你界标的存在。

路标与分岔
——从霍香结的异质性写作说开去

□ 邱华栋

母爱是世界上最无私、最天然的爱，它像春
天的甘霖，洒落在儿女的心中，悄无声息地滋润
着一棵棵生命的幼苗成长。有人说，父爱是一座
山，母爱是一条河。山固然有山的巍峨，但河也
有河的缠绵。一个人从有了生命的那一刻起，母
亲的血液就流淌在他的每一根血管里，古今中外
无数美好的诗文都献给了母亲。孟郊的《游子
吟》可谓家喻户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
春晖。”全诗30字，采用白描手法，通过回忆一个
看似平常的临行前缝衣的场景，凸显并歌颂母爱
的伟大与无私，表达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
亲深深的爱与尊敬。此诗情感真挚自然，千百年
来广为传诵。当代也不乏写母爱的高手，女诗人
许玲琴面对长大成人的女儿，趁她熟睡之际，通
过注视打开自己的心门，掀起母爱的波澜——

喜欢一个人，就是吃她的呼吸/我总是趁她
熟睡之际/悄悄靠近她/吃她的呼吸，呼吸她的呼
吸/用温柔的眼睛注视一座蓝色山脉的起伏/我
甚至能够分辨她的呼吸的气息/很多时候，我惊
奇地发现/她的呼吸散发着中草药味/草木的甘
甜中夹着一丝苦香/可以治愈世间所有的愁苦/
她少女的体内有一座山谷吗/也在适应季节开不
同的花/我的女儿，她不知道/在梦中我无数次靠
近她的山谷/无数次啜饮她体内的清泉/像一只
梅花鹿，自足于一泓湖水（选自《特别关注》杂志）

全诗16行，没有分节，从诗意上来看，分为
三个层次。前五行为第一层，写母亲靠近女儿，
呼吸着女儿的呼吸；中间五行为第二层，写女儿
的气息是一剂良药，可以治愈母亲的愁苦；后六
行为第三层，写母亲沉浸在女儿的气息之中，并

以此为满足。许玲琴的诗歌大多有唯美的倾向，
这首诗也是如此，呈现出三种美：

一是亲近之美。女儿长大了，要亲近女儿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诗人选择在女儿熟睡的时候
来亲近她，一来可以避免打扰她，二来可以继续呵
护她，三来可以充分欣赏她。“喜欢一个人，就是吃
她的呼吸”，这一句是全诗的总起，奠定诗的感情
基调。一个“吃”字，十分贴切，将母亲亲近女儿的
神态生动表现出来；“呼吸她的呼吸”是对“吃”的
另一种描摹，并有母亲与女儿同呼吸之意；“总是”

“悄悄”写出母爱的细致入微和悄无声息，“温柔”
写出母爱的柔情似水；“注视”写出母爱的一片深
情，对女儿的欣赏也尽在其中；两个“靠近”，是亲
近的具体行为，一实一虚，充分展现了亲近之美。

二是慰藉之美。母亲最大的慰藉是儿女长
大成人，虽然曾经吃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累，
只要看见他们活泼可爱的样子，那一切就不在话
下了。诗人的体会更是深刻。“我甚至能够分辨
她的呼吸的气息”一句承上启下，“分辨”一词很
有质感。“很多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她的呼吸散发
着中草药味”，这是诗人“分辨”的结果，更是体味
的结果。既然女儿的呼吸有中草药味，那是可以
治病的，所以，“草木的甘甜中夹着一丝苦香／可
以治愈世间所有的愁苦”，可以治好一个母亲所
有的苦痛。这不是在治疗母亲的身体之病，而是
在治疗母亲的心理之病，女儿活泼可爱是母亲的
微笑，再加上聪明美丽，更是母亲的快慰。因此，
诗人要尽情地呼吸“花”的香气，要尽情地“啜饮
她体内的清泉”。诗人的心灵因为拥有这样一位
青春靓丽的女儿而感到欣慰和满足。

三是想象之美。诗歌是离不开想象的，好的

想象能给人以开阔隽永之境。诗人写女儿，运用
了一系列想象，调动各种感觉，将母亲对女儿的
爱恋写得异彩纷呈、荡气回肠。将女儿的睡姿想
象成“一座蓝色山脉的起伏”，既写出女儿形体的
优美，又写出女儿青春的神秘。“蓝色”一词充满
幻想，比“绿色”更丰盈、更有味道。将女儿呼吸
的气息想象成“中草药味”，既有新意，又有深意，
增强了诗的艺术张力。将女儿的内心想象成“一
座山谷”，不同的季节绽放“不同的花”，既风景别
致，又幽深莫测，吸引着诗人去探寻。将女儿生
命勃发的气息想象成“清泉”，写出了女儿生命的
纯净和甜美，滋润着诗人焦渴的心田。将自己想
象成“梅花鹿”，沉浸在森林或草原的气息之中，
只要有一泓从山中清泉汇聚而成的湖水，就“自
足”了，也知足常乐了。这些想象不是孤立存在
的，它们是互为关联的一个整体，统一在母与女
的关系之中，有效地凸现了诗意之美。

许玲琴是热爱女儿的，她每年在女儿生日那
天都要为心爱的女儿写一首诗，并戏称为“不花
钱的礼物”。当爱成为习惯，这是多么美好的事
情！这首诗是2017年情人节那天写的，她说：

“对于母亲来说，孩子才是女人永远的情人。”明
媚的窗外春意浓浓，诗人的心中情意绵绵，思女
之情油然而生，不吐不快。而当爱有了仪式感，
那这种爱就具有神圣的意义。许玲琴是一位母
亲，对母爱有着自己深切的体验。

许玲琴的诗开阔深邃，充满生活气息，将自
己对事物的感悟以沉静、唯美的抒情方式表达出
来。诗人田禾说，她的诗“让我们能从中触摸到
诗人血液深处滚烫的心跳，并从字里行间看到一
个真实丰富的心灵”。

垄垄上诗评 自足于一泓爱的湖水
——赏析许玲琴诗歌《在梦中我无数次靠近她的山谷》

□ 李汉超

11月20日晚，“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
之夜”在北京举行，在各大媒体的直播下，将这场
盛宴呈现给所有人。这也是“文学”在当下文化
环境里的首次探索，英勇而沉静，不出所料，或因
为“鲁迅文学奖”或因为“文学”，这次直播盛宴都
在国内掀起一场文学热潮；仅在朋友圈内，都是
铺天盖地的信息……

直播现场，老一辈作家王蒙、铁凝、莫言、刘震
云、阿来、格非等文坛巨匠也来到现场，与第八届
鲁迅文学奖的30余位获奖者及众多名家、文学爱
好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文学盛事。耕耘在
文学之路上的我，看到文学如此盛况，不禁欣喜！

“我们希望通过直播的形式，用热忱和礼
遇，表达对文学的敬畏、对作家的褒奖、对读者
的尊重。”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这样表示。

李敬泽前辈说的，也恰恰是当下文学所缺少
的。文学，在当下是低沉的，在大众眼里是低迷
的。而这次鲁迅文学奖的盛况直播，更像是一次

文学的大爆发，将沉淀已久的力量，一下子喷涌
而出，向社会展现文学的魅力、价值与尊严，向读
者共享优秀文学作品，和耕耘已久的道路彰显的
点点光芒，在娱乐化的环境中，多了几分可以沉
淀的美和厚重。

或许有人说，我们最深厚的最高贵的文学，
已经和流量直播“挂钩”了？顺应当下潮流，以直
播的方式铸造文学的灯塔，将文学还给大众，才
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或许文学盛典直播是中国文学“破圈”的一
次机会，保留传统文学中的经典元素，借助新媒
体的形式呈现给大家，向更多读者发出邀请，分
享不同层次的文学作品，让文学发生，或者还可
以让阅读成为一项精神“运动”，慢慢植入我们的
生活，增添一些乐趣。

一位诗友在朋友圈说，这次的鲁迅文学奖直
播盛宴堪比春节联欢晚会，大咖云集，节目精彩
纷呈，连广告都带着文艺的气息；让文学在大众

面前彰显应有的魅力，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真
的激动万分啊，在这个将冷未冷的阴沉之际，内
心是暖暖的。

这次文学盛会，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创新，在作
者或者文学作品上，也把眼光放在了远方。我清
楚地记得，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作者索
南才让。一个土生土长的蒙古族牧民，在草原的
牧场上，与牛羊为伴，凝望远处，阅读着世界，持笔
写下脚下的故事，一点一滴，展现出时代的变化。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索南才让表示，他只想用
自己的文字、真诚的表述，记录辽阔的草原和草
原上那些可亲可敬的人们。

我们笔下的“文学”又何尝不是？
简简单单记录着生活里的一切：欢喜、悲伤、

惊奇，翻弄着土地，心怀远方；一切就这样慢慢发
生。这次的鲁迅文学奖直播盛宴，就像是一座灯
塔，让“文学”之光向波纹一样轻轻荡去，掀起阵
阵波澜……

梦寐以求——观鲁迅文学奖盛典直播有感
□ 林钊勤

观观影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