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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周刊

文 心 雕 龙

那年，《深圳轨迹》即将

出版，张茂执意将书名改成了

《南方》，因为老家人一说起深

圳，都称是南方，在南方打工

的他，也觉得新名字更让人亲

近。果然，这本记录打工生活

的真诚告白，如闯入文坛的一

匹黑马，接连获得深圳市第九

届青年文学奖、陕西省第五届

柳青文学奖的青睐，捧获荣誉

的同时，也为张茂的打工生活

带来生机。随着《摇晃的时光》

《心上的秋千》《左眼沧桑》等

多部作品集的出版，这个怀揣

梦想“诗意地栖居”在南方的

年轻人，近日又将他的感悟装

进《南方 ：诗文志》，以诗与文

的精彩对话，诉说对生命意义

的思考。

日记是对家乡的怀念

1999 年 8 月，张茂离开老

家岐山安乐，南下深圳，如许

多同乡一样开始了打工生活。

他最初在工厂流水线上干活，

每天除了喧嚣的车间，就是杂

乱的集体宿舍，这一年多的南

方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让他经历了很多事。十多年

后，他将这段打工经历，以及

后来的奔波生活，都写进了

《南方》。张茂说 ：“当初写日

记只是想如实记录一段自己

的经历，并没有其他的想法。”

如今看来，张茂的“无心插柳”

竟意外收获了一片“绿荫”。

与他人单调的打工生活不同，

张茂这些年坚持写日记，为自

己生活开辟了一处芳草地，也

为文学创作留存了可观的“库

存”，每天的喜怒哀乐都被他

装进日记本，像是一个容器，

装下了他的一段人生。

日记是张茂对家乡的怀

念，也是一种延续。他多次

说起自己与文字结下不解之

缘，全是得益于他的一位小

学老师。当年老师庄重又诚

恳地说，养成写日记的习惯，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张茂至

今记得，老师来检查前，他就

手忙脚乱地胡写一阵，摘录

课本上的，抄其他同学的，把

以前写过的再挪过来写一遍

的，应付差事。那时老师的苦

口婆心，张茂听得不胜其烦，

直到如今，他才深刻体会到

老师的话中还有恨铁不成钢

的无奈。

记录打工生活的不易

离开家乡的张茂，做过工

厂流水线普工，做过销售，也做

过编辑，后来从事文案策划至

今。“当我觉得心里有话不吐不

快的时候，我就把它写出来，把

压抑感从笔尖释放出来。”在张

茂的文字里看到，他的打工生

活没有轻松和容易，他吃过很

多苦，睡过录像厅、电影院，也

睡过八块钱的小旅馆，更因为

身上只有几块钱，吃过三天廉

价饼干，喝过路边水龙头里的

免费自来水。生活给了他很多

苦难，也给了他不屈、果敢、顽

强和坚持。

2010 年，张茂怀念祖母的

《葬礼》在《散文世界》发表了，

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

心里一阵阵兴奋。祖母是最疼

爱他的人，也是他最亲近的人，

他在孤独的异乡用文字缓解难

以说出口的乡愁。从这一年起，

他以“张谋”为笔名，每年通过

投稿发表几十篇文章，算是打

开了文学的大门。2015 年，张

茂的《南方》出版后，得到了很

多人的认可，他还参加深圳网

络原创文学拉力赛、参评深圳

市优秀群众文学评选，都取得

了不俗的成绩。

文学的梦想仍在前方

张茂喜欢泡图书馆，下

班吃完饭常散着步去图书

馆。遇到喜欢的书，他一遍遍

不厌其烦地看，他说 ：“有些

书真的是会让人爱不释手。”

他不仅看关于爱情的书，也

会看一些闲适的小品文与外

国名著，当然还有国内文学

大师的作品，像郭沫若的、老

舍的、巴金的、三毛的、王小

波的，还有贾平凹的。阅读

中，他对两种书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一种是富有乡土气

息描写人间烟火味儿的书，

另一种则是描写普通人生活

的。他喜欢阅读，从书中见识

到了文字的魅力。

一本好书之所以能引起

阅读兴趣，是读者从中找到了

自己的影子，找到了与其思想

融合的文字，通过文章的字面

深入内核，这是读者与作家思

想的碰撞、心灵的交融。张茂

也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引发

更多人的阅读兴趣。他谦虚地

表示，自己算不上一个勤奋的

写作者，但对写作仍有一份热

爱与执着，在日复一日的生活

中，许多想法都不能如愿，但

梦想仍在前方召唤着他。他

说 ：“我如实记录自己的一段

打工经历，并没有想到它能走

多么远，这本新书对于我今

后的写作而言，是一个新的起

点。写作于我，已经是生命的

一部分了。”

 

新媒体时代来了，迅猛
的势头让所有文学爱好者都
始料未及。

当下，主流媒体、民间组
织、个体写手纷纷建立了各自
的文学新阵地，作品的数量与
体量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庞
大。繁华的百花园里丛生出新
的状况，值得深思。

在写作门槛较低的散文
中，我看到这一文体似乎出现
了井喷式的热闹局面 ：自媒
体里人人都写，小平台上篇篇
推送。试想一下，没有筛选、没
有底线的推送，我们遇见好作
品的几率能有几何？

一、降低门槛、见稿就推
的平台，降低了读者的阅读趣
味，误导了作者的文学追求。

面对数字时代的网络挑
战，传统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
展举步维艰，普通读者捧着手
机关注各类平台、阅读文本的
兴趣日益明显。网络媒体一经
诞生，就决定了其快餐化的阅
读方式，一时间，严肃而优质
的文学作品失去庞大的读者
基数。本着“粉丝”“流量”的
考虑，许多媒体平台降低门
槛，推送的内容日渐肤浅平
庸，甚至媚俗。这些速造速推、
速览速朽的所谓的“作品”，将
普通读者的口味带坏，将文学
的意义粗暴改写。

笔者始终认为，当前网
络媒体这种几近“火速”的推
送方式，不能称之为发表。发
表，曾是每位作者面对传统纸
媒源自心底的奋斗目标与文
学荣耀，作为检验作品水准的
唯一标尺，这种近似神圣的情
结亘古不变。今天的写作者如
果缺失了这些纸媒的磨炼与
洗礼，他们的成长过程的确令
人遗憾 ；倘若还身陷各种网

络媒体平台，以推送的数量自
居而不思进取，这样的写作能
有多大意义呢？

作为联通作者与读者的
桥梁与交流载体，文学平台
的责任意识不容忽视 ：为作
者负责，就是在培育文学的
优秀种子 ；为读者负责，就是
在营造文学的健康花园。办
负责任的文学平台，应是每
位文学新媒体人的文学初心
与社会良知。

二、只求推送、不求质量
的作者，消耗的是自己的写
作初心，伤害的是读者的阅
读需求。

写作，源自内心的表达，
进而与他人交流分享。这或
许就是每位写作者的初心所
在。刚开始的表达倾诉，可能
内容简单、形式单一，只求真
切记录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即
可 ；慢慢地，写作的内容与
形式就应向高处攀登，往深
处发掘，找寻属于自己独特
的视角与发现，阐发把握时
代脉搏、服务大众生活的优
秀作品。否则，目无他人、喋
喋不休的自说自话只能令读
者厌倦逃离。

多元化、碎片化、快餐化
的自媒体时代，写作者的身份
开始“泛化”，传统作家、业余
作者、网络写手……庞大的作
者队伍纷纷加入，连同他们制
造的各类作品，让文学创作这
个原本“小众”的圈子变得异
常热闹起来，“全民文学”的火
热时代俨然有了再次复苏的
势头。其实，越纷繁喧嚣的文
学现场，越面临着读者阅读需
求的严峻挑战。

阅读虽说没有门槛，但
真正的文学作品却时刻面临
着精神层次上的苛刻要求。

经受了网络媒体的淘洗，读
者的眼光变得更为挑剔，甚
至偏执，他们已经有了相对
稳固的消费需求。那些读之
爽口、思之无味，以打发时间
的文字，最终会被合格的阅
读 者 抛 弃。毕 竟，内 容 的 质
地、艺术的匠心永远是作品
的硬核。

三、找寻传统媒体与经
典作品的启示意义，促进文学
平台健康发展，帮助作者和读
者真正成长。

传统媒体深入人心，缘
于对品质的始终坚守 ；经典
作品历久弥新，缘于它文本的
典范特质。文学平台虽是新媒
体，浏览化、刷屏式的阅读方
式让文本缺失了太多入脑走
心的机会，但优秀的文学媒体
依然有自己的风骨追求与价
值所在。

当前，许多传统文学期
刊也开始运营自己的网络平
台，走上了更为迅捷、更为亲
民的传播路线。《小说选刊》

《文艺报》等品牌刊物充分发
挥新媒体的强大优势，策划推
出专栏，并同步推送作家、评
论家与读者三方重温经典的
声音，给予当下文学创作许多
启发价值 ；他们还在各自的
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定期开

展面向新生代读者的留言、讨
论、评选、赠阅等线上活动，有
力地拓宽了文学生活在网络
世界的领域。精心为大众服务
的运行方式，让作者与读者在
这些媒体有意义、有质量的读
写活动中成长起来，成为文学
发展全新的增长点。

引领读者关注文学，推
动全民真情阅读。作为所有文
学人的精神家园，媒体平台承
载着太多的责任与使命，也许
只有回归文学的初心，从传统
与经典中汲取营养，我们的文
学参与者才能用真情的文字
记录下火热时代的“核心之
变”，真正成为启智民众逐梦
前行的全新精神力量。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呈
现方式便捷化、作品内容多元
化、作者身份大众化、阅读行
为碎片化等已成大势所趋。然
而，我们真切地期待更多有担
当有责任的文学新媒体，精心
培育有潜力的文学作者，精心
营造全新的文学家园，推出更
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滋养每一
位感恩生命、热爱生活、追求
诗意的文学心灵。

初识峻品时，只知道他是
我的西府老乡，慎言少语，谦逊
和善，内敛深沉，尽显西府人的
儒雅之气。由于他年龄小我十多
岁，我们便以兄弟相称。接下来
的交往，我慢慢地知道他是一位
音乐人，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
音乐作品。但可惜我是一介乐
盲，对音乐不大懂，在与朋友们
一起聚会时和他的言谈交流自
然也就不多，所以一直以为峻品
是他的笔名，因为“峻”和“品”这
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是非常有意
境的。峻者，高而陡峭也，常与峻
论、峻德、峻雅等组词，以示清风
峻节、高尚峻伟之意 ；品者，当
然是指品质了。一次相聚，峻品
特地给我赠送了由他作词作曲
的音乐专辑，封面上张峻品的大
名赫赫扬扬，我才知道这原来就
是他的本名。

专辑中的一首歌曲深深
地打动了我，这首歌曲的名字
叫《妈妈的味道》。“儿知道人世
间妈妈你最好/ 妈妈你不要老
/ 妈妈你不会老/ 在儿的心里
面/ 你就是儿的宝/ 妈妈的味
道/ 儿今生都忘不了……”朴
实的词曲经过深情演唱，把我
带回了美好的少年时光，带进
了母亲温暖的怀抱。从此，我的
车上便多了一样必备品，那就
是峻品词曲的音乐专辑。每天
上下班途中，打开车内音响，这
首高昂深情的歌曲听得我如痴
如醉，《妈妈的味道》就是一种
久违了的温暖入心的“味道”。

生活中，朋友们都夸峻品
是个大孝子，他作品里质朴的情
感表现更是与生俱来。横溢于作
品之外的真实的峻品，感情是那
么饱满，生活是那么丰盈，他对
母亲的爱不仅表现在笑容里，更
深藏于心中。在长期相处中，我
发现峻品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
就是定期探望独居乡下老家的
母亲。不管是音乐上合作的名角
大腕，还是生活中结识的朋友，

他总会邀上他们一起前往。他的
母亲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程度，
也不懂得音乐中的奥义，但峻品
每每有了新的作品，必定会先唱
给母亲听。他把母亲视为他人生
中的宝。我曾问他为何不把母亲
接到城里来生活？他说 ：“不能
扰乱了母亲那颗深恋故乡的心，
有母亲的故乡使我有了幸福的
牵挂。”

在峻品众多的音乐作品
里，他和著名歌手陈星联手创
作的《月牙》是我的最爱。词作
简单上口，曲风亲切自然，把父
母与儿女之间的骨肉之情完完
全全地表达了出来。这种情感
的倾注绝非想象，而是作者在
经历了人生重大变故的痛苦遭
遇后的真情倾泻。他希望通过
这首歌曲来唤起人们对父母的
关爱。

如果说《月牙》这首歌曲
凄美地诠释了骨肉亲情和生死
离别的话，那么峻品创作的另
一首歌曲《最美》则完整地回答
了“人生究竟谁最美”这个连哲
学家都很难回答的问题。配上
歌星刘和刚铿锵有力的演唱，
给人一种阳刚之美。“曾经问过
多少回/ 人生究竟谁最美/ 美
中流过多少泪/ 才收获了幸福
的滋味/ 流淌汗水的你最美/
勤劳善良的你最美/ 为百姓分
忧的你最美/ 顶天立地的你最
美……”

与峻品相处是可以汲取
正能量的，是轻松愉快的。直来
直去不费思量，更不会为人情
所累，为烦事忧心。在真诚的交
往中，我不知不觉地由一介乐
盲变成了他的发烧友。

（张峻品 ：陈仓区人，著名
导演、词作家、策划人）

平凡人的
       文学梦

文坛漫评

用感人旋律
传递正能量
—— 张峻品歌词作品印象

◎李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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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照亮了他的打工生活
——访岐山籍青年作家张茂

本报记者 王卉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思考
◎张永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