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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周刊

文 心 雕 龙

文 坛漫评

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如何体现？
◎白麟

“ 文 学 作 品 的 生 命
力 ”，这 是 个 终 极 话 题。一
部 作 品 且 不 说 千 古 流 传，
能抵御时光的漫漶和人心
的 考 验，独 领 风 骚 三 五 百
年 就 已 经 是 奇 迹 了，更 别
说当下鱼龙混杂的网络时
代，各 领 风 骚 三 五 年 已 是
奢 望。试 想《 诗 经 》以 降，
三 千 年 中 国 文 学 有 多 少

“ 一 时 风 流 ”早 被 雨 打 风
吹 去，残 酷 到 史 册 上 连 个
名儿都不曾留下！据说乾
隆皇帝一生写下四万首诗
词，当 时 定 也 少 不 得 举 国
传 诵，但 终 归 一 时 的 洛 阳
纸 贵，如 今 哪 怕 让 人 想 起
一 首 甚 或 记 住 一 句 也 好
哇。惜岁月无情，经不起浪
淘沙……足见生命力才是
赋予文学作品生杀大权的
致命武器！

如何体现文学作品的
生 命 力，结 合 自 己 在 创 作
和 阅 读 方 面 的 浅 尝 辄 止，
我 觉 得 至 少 有 三 个 关 键
词 ：情感、悲悯、语言——

真 挚 的 情 感 尤 为 重
要。很欣赏铁凝的一句话 ：

“ 文 学 最 终 是 一 件 与 人 为
善 的 事 情。”人 生 不 易，阅
读 文 字 或 落 笔 成 文，都 是
在 寻 求 心 灵 的 慰 藉、诗 意
的 栖 居，打 动 人 的 首 先 是
真 情 实 感，文 字 里 渗 透 的
深 情 不 只 是 作 者 个 人 的
情 感，在 广 博 的 阅 读 中 往
往 上 升 到 人 的 共 性，无 论
大 情 小 爱，触 动 人 心 才 是
要 害。“ 感 时 花 溅 泪，恨
别 鸟 惊 心 ”在 杜 甫 那 里 绝
不 是 夸 张，是 战 乱 流 离 最
真 切 的 感 受。所 以 说，哪
怕 文 词 简 朴，只 要 情 感 真
挚 一 样 是 值 得 珍 惜 的。情
感 ——有 了 情，就 有 了 心
跳、有了脉动，大家自然会
感同身受。

悲 悯 的 情 怀 必 不 可
少。一 个 作 家 若 不 能 体 察
黎 民 百 姓 之 苦，怜 惜 草
木 虫 鱼 之 命，对 万 事 万 物
没 有 悲 悯 情 怀，何 以 为 作
家？那些活在尘埃里的普

通 群 体 或 个 体，生 存 的 状
态、坎坷的命运、活着的坚
韧 …… 都 应 该 受 到 关 注。
所谓大我、小我，站在大众
的 视 角 都 可 以 书 写，但 要
把 根 性 的 东 西 倾 注 其 中，
文 学 的 力 量 才 会 彰 显，作
品 的 生 命 力 才 有 可 能 延
续。从《诗经·国风》里的板
荡 正 气，到 屈 原《 离 骚 》的
忧 国 忧 民，再 延 伸 到 唐 诗
宋词元曲里众多的写实主
义，这 才 是 中 国 文 学 最 值
得 保 存 的“ 风 骚 ”火 种，它
的现实意义更应该烛照我
们。大 众 之 所 以 对 文 学 经
典、名言金句耳熟能详，其
内核就是《红灯记》里李铁
梅 唱 的 ：“ 都 有 一 颗 红 亮
的心！”

要想创作一部留存于
世 的 佳 作 实 属 不 易，写 作
技 巧 固 然 重 要，但 至 关 重
要 的 是 文 学 的 语 言。古 人
讲“ 言 为 心 声 ”。于 坚 曾 说
过“ 诗 到 语 言 为 止 ”，虽 然
极 端 了 些，却 也 道 出 了 写

作 的 绝 大 部 分 真 谛 ；“ 寻
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才让
陈忠实找到了大写作的秘
诀。普 通 人 喜 欢 文 采 斐 然
的 文 字，但 朴 素 却 含 有 真
知灼见直至震颤灵魂的语
言更能直抵人心——这就
是 文 学 的 语 言，细 节、个
性、诗化……与星空、与大
地，水 乳 交 融。当 然，并 不
是 一 味 排 斥 探 索 性、实 验
性 的 写 作，毕 竟 文 学 强 悍
的 生 命 力，需 要 热 爱 它 的
读者世代传承！

“ 努 力 推 出 有 思 想、
有 温 度、有 品 质 的 作 品 ”，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
新闻舆论工作者提出的要
求。我想，这也同样是对文
学 创 作 的 寄 望，更 是 文 学
的高标和大道！            

冯肖华先生文学精神
◎孙新峰

这世界还有诗与远方
—— 评祁念曾诗集 《诗与远方》

◎周思明

祁念曾先生诗集《诗与
远 方 》，既 是 作 者 自 我 内 心
深 处 的 吟 咏，也 是 对 历 史
时 代 的 思 考。其 中，最 能 代
表 作 者 创 作 主 旨 的，莫 过
于 其 代 表 作《 延 安，我 把 你
追寻》。

1991 年，祁念曾在宝鸡
工 作 期 间，随 同 央 视《 话 说
黄 河 》拍 摄 组 到 延 安 采 访，
与十多年前去延安时相比，
当 地 变 化 很 大。是 改 革 开
放，让延安的面貌发生了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这 种 巨 变，
令作者更感到今天的幸福生
活 来 之 不 易。经 过 思 考，他
认为 ：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裕
了，精 神 生 活 也 不 能 落 后，
要不断传承延安精神。基于
这个认知，他奋笔写下这首
激情洋溢的诗作。

延安精神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为崇高
理想献身的精神，是革命队
伍中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
精 神，是 自 力 更 生、艰 苦 奋
斗的精神。艰苦奋斗是中国
共 产 党 和 人 民 军 队 克 敌 制
胜、追 寻 幸 福 的 传 家 宝。即
使今天我们的经济发达了，
生活富裕了，也还要提倡艰
苦奋斗，也仍需要发扬艰苦
奋 斗 的 精 神。因 为，无 论 何
时何地，人们总要遇到各种
暗礁险滩，总要以自己最大
的努力去征服各种困难。人
们为了把社会推向前进，总
要 开 辟 新 领 域，探 索 新 事
物，这就必须发扬艰苦奋斗
的 延 安 精 神。《 延 安，我 把
你 追 寻 》所 体 现 的，正 是 上
述 观 点 和 思 想。这 首 诗，好
就好在它抓住了时代精神。

“ 文 章 合 为 时 而 著，歌 诗 合
为 事 而 作。”唐 朝 诗 人 白 居
易 此 言，道 出 了 有 责 任 感、
担当意识的文人对时代的关
注，对 现 实 的 关 切，对 改 造
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诉求
和志向。祁念曾先生从中国
社会现实出发，提出继承与
发扬延安精神的诗歌主题，
是对现实主义诗歌写作的一
种 弘 扬。他 写 诗，可 谓 心 与
时代合拍跳，笔为人民吐心
声。这 是 他 的 创 作 原 则，也
是 他 的 追 求。除 了 这 首 诗，

《锤与镰的颂歌》 《诗人毛泽
东》《南湖红船》 《黄河的涛
声》《保尔向我们走来》等诗
作，都延续了这个思路。

与《延安，我把你追寻》

一 诗 有 着 精 神 同 构 关 系 的
《南湖红船》，激情四射地唱
道 ：“顶着时代的风风雨雨，
何惧阴云密布雷鸣电闪，嘉
兴南湖的水面上，开来一只
小小的红船。只有十三个英
雄的船工，开辟一条崭新的
航线……披荆斩棘九万里，
乘风破浪一百年，新时代阳
光 普 照，中 华 儿 女 奋 勇 向
前，英 雄 红 船 勇 立 潮 头，喜
迎全球红霞满天……”同样
都 是 豪 情 激 荡、热 情 奔 放。
读 之，会 使 我 们 受 到 感 染，
顿觉心胸开阔起来，并引发
许多人生的联想和人生意义
的思索。

检视当代诗坛，不能说
没有好诗出现，但那些以娱
乐 为 诉 求 甚 至 让 人 读 不 懂
的自我封闭式的书写主张，
是缺乏现实主义精神的。它
们 忽 略 了 人 的 生 存 意 义 的
书写，写作者的灵魂深处是
麻 木 的。诗 歌，应 具 有 小 我
与 大 我 糅 合 的 崇 高。诗 人，
不 可 把 目 光 仅 仅 投 射 于 自
我内心狭隘格局上，要打开
眼界，关注到更为广袤的土
地，让自我忧愁与民族苦难
相结合，以现实主义和浪漫
主 义 为 主 调，杂 糅 现 代 主
义、象征主义等多元艺术方
法，创作出深沉、激越、奔放
的 现 代 新 诗 来。诗 歌 写 作，
其实也包括整个文学写作，
说 到 底，是 一 种 灵 魂 的 书
写。古今中外优秀诗歌的价
值魅力告诉我们，无论写什
么、如何写，都是特定时代、
特定民族、特定人群共通的
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
理想的体现，都要反映人民
群众的喜怒哀乐。祁念曾的

《 延 安，我 把 你 追 寻 》，让 我
想起贺敬之的《回延安》。二
者 一 后 一 前，前 后 呼 应，形
成 了 一 个 精 神 的 赓 续 与 传
承，都是对延安和延安精神
的 致 敬 和 礼 赞。诗 集《 诗 与
远方》的写作昭示我们，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是诗人把诗
写好的一个重要条件。只有
灵魂与诗作产生共情，好诗
才有望莅临。诗歌写作，不应
只满足于孤芳自赏，而应该
为人们带去精神的鼓舞、行
动的力量，成为团结人们、鼓
舞人们、帮助人们、支持人们
的强大正能量。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文
学评论委员会委员，深圳市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祁念曾诗集 《诗与远方》 出版
本报讯 红色七月，诗歌

飞扬。宝鸡籍著名诗人祁念

曾的最新诗集《诗与远方》近

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

行，延安鲁艺时期的人民诗

人贺敬之先生题写书名。这

也是老党员诗人为建党百年

献上的一份薄礼。

祁念曾早年从宝鸡考入

北大中文系，现任《秦风》杂

志社社长、深圳经典文化研

究院院长、中国作协会员，出

版有《延安，我把你追寻》《红

烛之歌》等诗文集和《苏轼凤

翔诗文赏析》等学术著作，代

表作《延安，我把你追寻》入

选全国统编语文教材，被誉

为“时代的歌者”。这部诗集

是他几十年创作的朗诵诗的

精选本，分为“星火燎原”“追

寻延安”“乘风破浪”“山高水

长”“潮涌东方”“祖国心语”

等 6 辑，收录 80 多首，堪称

红色诗书。据悉，该书研讨会

日前已在深圳举办。

本报记者 周勇军

陕西地缘文学批评
学科倡导者、引领者、实
践 者，陕 西 地 域 文 学 研
究 先 驱、陕 西 文 学 研 究
所 开 创 者、著 名 文 艺 评
论家冯肖华先生不幸于
5 月 5 日在宝鸡病逝。作
为 冯 肖 华 先 生 的 学 生、
陕西文学研究所现任所
长，我万分悲痛，不愿意
相信他已离去！冯肖华
先生留给我的精神遗产
很 多。他 身 上 有 着 陕 西
学人共通的宝贵的文学
精神。

先生文学精神主要
在于 ：第一，具有超拔的
陕西地域文学批评学科
建构意识和持之以恒的

“ 钉 钉 子 ”精 神。先 生 毕
生身体力行，像钉钉子一
样，瞄准时代前沿、瞄准
陕 西 文 学 现 场，心 无 旁
骛，埋头钻研，扎实奉献，
一生只做“陕西地域文学
研究”一件事，全力创建
和打造陕西地域文学批
评 特 色 学 科，辗 转 于 宝
鸡 和 西 安，初心不改。把
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陕
西文学研究事业。陕西文
学研究成就了先生，也耗
尽了先生一生的心力。先
生真正贯彻了习近平总
书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
地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其执着的意志、雄厚的业
绩，奠定了其在陕西地域
文学批评领域不容忽视
的学术地位。

第 二，冯 肖 华 先 生
善 于 把 握 时 代 脉 搏，学
术思想敏锐，视野宏阔，
思 维 通 脱，古 今 打 通，
中 西 融 合，终 于 从 陕 西
走 向 了 全 国。先 生 从 陕
西 文 学 研 究 出 发，又 不
局 限 于 陕 西 文 学。融 通
古 今 中 外，走 出 了 一 条
独 特 的 学 术 道 路。我 有
个 发 现，无 论 是 先 生 首
创的陕西文学研究所图
书 馆，还 是 他 个 人 的 书
柜，里 面 关 于 陕 西 文 学
方 面 的 书 籍 不 是 很 多，
大多是哲学、心理学、文
化 学、民 俗 学 等 之 类 的
甚至与陕西文学毫不搭
边 的“ 闲 书 ”。先 生 从 这
些“ 闲 书 ”里 汲 取 了 营
养、打通了思路，来滋养
和 伸 展 自 己 的 专 长。这
样，写论文思路开阔，做
研 究 有 了 高 度 和 深 度，
最终才由陕西走到了全
国。鲁 迅 文 学 奖 获 得 者
阎 安 有 一 句 很 富 有 哲
理的话 ：你如果真是星
星，哪怕坐在井底下，也

是 坐 在 天 空 上。冯 肖 华
先生用生命践行了这句
话。冯 肖 华 先 生 虽 身 处
西 北，但 是 他 不 坠 青 云
之 志，用 丰 沛 扎 实 的 成
就，扩 大 了 陕 西 文 学 的
影 响 力，提 升 了 陕 西 文
学的美誉度。

在此，我想强调，除
了陕西地域文学研究之
外，先生也是陕西最早进
行中国文艺批评家研究
的学者之一。先生第一本
专著《当代批评家评介》
对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
作了梳理和部分总结，为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积
累了资料，给许多青年人
心里埋下了文学批评的
种子 ；其后上世纪 90 年
代中期，即 1994 年，他的

《柳青人格论》专著采用
人格批评和心理批评方
法，对陕西著名作家、陕
西文学教父柳青其人其
作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畅
广元、李继凯、阎庆生等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
等学者遥相呼应，努力致
力于西方文学批评方法
中国化，着力构建有地方
特色、民族特色、中国特
色文艺评论体系。成为学
校当时最早晋升的、屈指
可数的副教授。进入新世
纪，先生主要围绕现实主
义文学，用现实主义文学
批评方法，集中展开对路
遥、贾平凹、陈忠实等一
批当代中国经典作家的
系统研究，梳理出了陈忠
实视角、路遥文学热、贾
平凹现象、红柯笔墨等文
学现象，并进入真正的学
术井喷期。印象中先生曾
因故中断文学研究，专心
教书。重新回归文学批评
现场后，先生仅用短短两
年时间，就凭借雄厚的科
研实力，顺利晋升教授，
先后出版了《20 世纪陕西
地缘文学审美形态》《20
世纪中国文学主潮的诗
学价值》等一批高水平专
著。论文先后被《光明日
报 》《 文 艺 争 鸣 》《 文 艺
理论与批评》等发表，并
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人民大学书报复印
资料》全文复印、转摘。申
请到国家、省社科规划项
目 20 余项。

晚 年，冯 肖 华 先 生
仍 然 笔 耕 不 辍，科 研 不
歇，继 续 到 西 北 大 学 现
代 学 院 等 校 发 挥 余 热。
返 回 柳 青 文 学 研 究，同
时扩展到了高建群等作
家 研 究。其 专 著《 柳 青

文学思想与文学陕军创
作 论 》获 得 陕 西 省 人 民
政 府 社 科 成 果 三 等 奖。
作 为 国、省 精 品 工 程 项
目 ——《 柳 青 》电 影 文
学 顾 问 之 一，为 宣 传 中
国文学时代榜样柳青先
生不遗余力。

第 三，冯 肖 华 先 生
的学术思想主要来源或
者说主要理论武器是 ：
上世纪 80 年代刘再复先
生的“文学主体论”和“人
本主义”“人道主义”等文
学启蒙思想。其专著《陕
西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本
体论》等可证明。记得大
约 在 2002 年，先 生 重 返
文学批评现场，第一篇被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
载的论文就是《深邃的人
道主义思想家——对本
真鲁迅的再认识》。先生
坚持认为人就是人，不要
把人抽象化。文学是为人
的。所以，先生坚持的现
实主义、人道主义文学批
评观，也都是积极地、建
设性的、建构性的。先生
的批评大多从文本出发，
与人为善，没有所谓的酷
批酷评。

最后，先生的人格魅
力主要在于奖掖后学，甘
为人梯，为陕西培养和缔
造了一支青年评论新军。
冯肖华教授是我上大学
时期的当代文学课程授
课恩师，主讲“柳青文学
研究”，是我校首任陕西
文学研究所所长，更是我
和我们学校一大批青年
教师自觉投身陕西文学
研究的感召者、启蒙者之
一。冯肖华先生指导青年
教师，是耳提面命、手把
手地真真正正地掏心窝
子指导。现在活跃在陕西
评论界的青年批评家，有
将近三分之二出自于陕
西文学研究所专职或者
兼职研究员。近两年，我
校有两人入选陕西省“六
个一批”人才，都是以文
艺评论成就入选的。还应
该提及的是，先生教子有
方，一儿一女分别是国内
外名校博士。先生研究生
在读期间，不仅拿到了国
家奖学金，而且考取了陕
西省委统战部公务员。无
论是家风传承，抑或是陕
西文学批评事业，均后继
有人，足以告慰冯肖华先
生了！

（ 作 者 系 陕 西 商 洛
人，教 授，陕 西 省“ 六 个
一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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