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责编：杨 鸥 邮箱：hwbwyb@sina.com

2014年1月21日 星期二文学乡土文学乡土

文学期刊“老字号”《小说月报》、《收
获》近期相继开通微信公众账号，引起人
们的关注。

2013年5月，《小说月报》编辑部开通
微信公众账号后，编辑部主任、微信公众
账号负责人徐晨亮表示，要把这个平台
打造成为一份可供深度阅读的“手机小
说日报”；2013 年 11 月 25 日，巴金先生
108周年诞辰这天，《收获》申请的微信公
众账号获得通过，编辑部主任钟红明向
微信订阅用户发出了第一条群发内容。
两家传统文学期刊“微”风渐起，不约而
同地向微信世界发出了寻找读者、结交
知音的呼唤。

传统文学借力新传播手段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
长尹鸿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
形态会越来越丰富，所以传统文学不可
能像过去那样拥有那么高、那么主流的
位置。每一种媒介的发展都会改变原有
文化形态，使得接受者越来越多元化，这
是不可逆转的，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学可
以借用这些新的传播手段来找到新的接
受者。”

互联网的崛起，人们的阅读方式、习
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已经进入了“快
速点击阅读”时代。网络媒体的空前发

展持续冲击着传统纸媒的地位。
信息获取渠道的变革，对

文学期刊而言，
还 可 能

出现读者的断层。《收获》执行主编程永
新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的读者
年龄都比较大，徐晨亮也认为：“新媒体
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新一代的读者，特别
是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少年，他
们更习惯于从互联网、移动媒体等接收
信息，不同程度地疏离于传统纸质形式
的期刊，这一趋势可能造成期刊读者年
龄结构的断层。”

“纯文学的生存空间向来不大，先天
注定它本身就不能像通俗文学、大众文
学一样受到广泛关注。”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轶说。上世纪80年
代，《当代》、《十月》等都是万千青少年的
必备读物，当然，彼时的狂欢季，有其特
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文化背景。新时期
文学的多元化趋势使得纯文学的地位难
比昔日。

“《小说月报》实体刊物月销量在 20
多万册，这个数字相较微信用户数量还
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微信是一种既能将
内容数字化传播，又不会流失传统品牌
影响力的好载体。不过微信毕竟是新生
事物，究竟哪些内容读者最感兴趣，怎样
能最有效地塑造刊物的品牌，我们会在
摸索中前进，”徐晨亮说：“微信平台的信
息直接推送到手机，针对性更强，到达率
更高，相较于微博的 140 字碎片化阅读，
可以推送更长的文章。同时，公众账号
每天只能向订阅用户群发一条信息，因
此要求内容必须进一步‘精致化’、‘深度
化’，这恰好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在社长李小林的建议和带动下，《收
获》也开通了微信公众账号。钟红明表
达了类似的看法：“有时候我会把我们期
刊的目录贴到博客、微博上，但是微信的
传播方式跟微博有所区别，微信正好把
碎片化的阅读整合起来，比如你用在咖
啡馆里等人的时间就读完了一个短篇小
说，此外，微信的内容送达率也是博客跟
微博所不能比的。”

坚持精品文学的水准

对于公众账号的运行者来说，制作
符合关注者喜好的优质内容是至关重要
的。

“这里是一切文学爱好者的灵魂家
园。我们将和您分享各种风格流派的文
学作品，洞悉人性的幽微和光亮，探讨文
学的理念、技巧、表达，梳理来到《收获》
的作家创作历程。文学从来不是小众
的，它浸染在你的生命里。”这是《收获》
微信公众账号的欢迎词，也是该号的宗
旨。它推送的内容有《收获》作品的摘
要，也有短篇小说，专栏文章的片段，最
主要的是每次都会出一个专题，这个专
题并不限于《收获》刊载的内容。钟红明
表示：“实际上杂志刊载的是作品本身，
在公众账号上我们会特约一些作家来讲
述作品背后的故事，包括书评、相关访
谈、创作经历等，而且每天都有一个专
题。除了推送内容外，该账号还会让关
注者参与到一些文学话题的讨论，在互
动中提升关注者对文学的兴趣。”

《小说月报》根据微信的特点，设计
出一套内容发布方案。每期新刊物面世

前，将每篇新作的精彩片段与创作
谈、评论等编辑为一个小

专题，配以精致的
图片，逐

日 发 布 给 订 阅
者；同时开设“小
说新声”、“周末
分享”、“微言小
说”、“小说家言”
等不同栏目，将

《小说月报》纸质
刊物所无法呈现
的 作 家 创 作 感
言、读者阅读心
得、文坛潮流脉
动等信息每日发
布给用户。徐晨
亮介绍：“今后还
计划邀请作者、
编辑等以语音方

式向读者推荐小说。我们一般会从推介
的小说中摘录出三四千字精彩片段，附
以创作谈、评论等背景信息，一起推送给
读者，让他们快速了解小说的题材、风
格，同时挑动起他们的阅读欲望，吸引他
们购买实体刊物。借助微信的媒体特
性，更便捷地向读者推送信息，并通过与
读者的即时互动，让读者感到《小说月
报》不只是一本平面的期刊，也是有血有
肉、有性格的‘拟人化’存在。”

不过，微信的特性也给传统文学期
刊的内容推送带来了挑战，因为对手机
用户阅读习惯的调查显示，篇幅 1500 字
左右为宜。两家“老字号”均表示，在凝
炼篇幅的同时，坚持精品文学的水准也
是必须的。

拓展文学的读者群

“人力不足，没有专职网络编辑，也
没有专项运营经费，我们完全是靠编辑
部成员自发利用工作之余的零碎时间来
策划、编辑、维护微信账号。同类文学期
刊要开通微信账号，可能瓶颈也在人力、
物力方面。”徐晨亮这样说。尽管如此，

《小说月报》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人数已
突破 8000，开通不足 40 天的《收获》公众
账号关注者也有2000多位。

谈到开通公众账号的成效时，钟红
明很欣喜，“从开通起，每天会增加几十
位关注者，平面媒体报道后，出现过日
增百位的情况。有的关注者留言已经
订了我们的杂志，有的关注者表示看
了公众号的内容后，对文学的兴趣
提升了，还有的给我们的杂志提出
了意见，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
的财富。以前读者能看到的都是
我们的成品，这样一本杂志的存
在会告诉你，好的文学是有标
准的，我们按这个标准筛选
作品，但是它更需要读者的
认可。”

在新媒体时代，海量信
息充斥在每个人四周，像
这两个公众账号一般精
挑细选出来的“刊中刊”
显 得 尤 为 难 能 可 贵 。

“即使原本不了解《小
说月报》，偶然关注
小说月报微信的朋
友，也会通过每天
更新的内容，很
快了解我们的编
选理念，认同我
们的品牌。由
于目前我们推
送 的 信 息 主
要是实体刊
物 的 精 彩
片段和背
景信息，
要 读 到
完整小
说 仍
需 要
购
买

刊物，所以基本上不会影响实体销售。
我们认为公众账号开通后最直接的效
果还是体现于刊物品牌的增值和读者
群的拓展。”徐晨亮认为。

这阵“微”风能够持续多久、能
否带动期刊实际销量提升尚需时
日去验证，但是它作为一个文学爱
好者的平台，对促进文学发展、助
推 文 学 传 承 会 发 挥 一 些 作 用
是毋庸置疑的。“‘微文化’让传
统文学变为碎片，肯定会对传
统文学的庄重性、完整性带
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一方面
会改变传统文学的传播模
式，但另一方面会让受众
更愿意去接受已经碎片
化 、轻 巧 化 的 传 统 文
学。传统文学杂志通
过微信这样的社交化
媒体，把自己的信息
推送出去，让不管原
来有没有阅读习惯
的受众，都能在他
的移动终端上看
到，这对于传播
传 统 文 学 或
许 会 起 到 重
要作用。”尹
鸿副院长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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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中从元旦

到 春 节 这
段 时 间 ，

是北京最冷
的 数 九 寒

冬。感谢海峡
那边的朋友为

我们带来了温暖
的 春 意 。 诗 集

《四季风华》 的开
篇 就 是 “ 春 天 记

事 ”， 很 温 情 的 ：
“回忆是永不关闭的
旋转门，轮回着流星

的哀伤，轮回着野百
合嘹亮清新的号角，在

拥有与失落的缝隙中，
在海洋与云天的交接处，

孤帆漂泊等待……”读绿
蒂的诗，内心总是安宁，舒

缓，随性，即使是讲轮回的
哀 伤 ， 即 使 是 讲 孤 帆 的 漂

泊，也总淡定，言辞温婉，有
一种从容心态。在严寒感受春

天，感谢他为我们送来春消息。
他向我们讲述春天花园的秘

密。这首诗篇幅不长，内涵却是深
远，层层递进，层层深入，展现着

一层深似一层的风景，设思精致，
犹如剥笋，直抵内心。由开阔之境，

而逐渐收缩。开始是宽广的，花园很
大，繁花无边：阳明山的杜鹃，西湖的

红桃，荷兰的郁金香，京都的樱花。接
着，他的笔锋转入僻静处，繁华背后的

宁静，那里的春天有点寂寥，但却是一派
远离尘嚣的清雅。这还远

非他所钟情之所在，他说，
我有个更隐秘的花园，仅有

春天和我知晓，那里耕犁的是
只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这个来自海峡对岸的纯情
诗人，他借春天写自己之所爱，

他属于春天，春天是他永久的主
题。在风华四季中，春天最耀眼。

他有许多献给春天的诗章，除了上
面提到的，还有《隔离的春天》、《告

别春天》、《春天在说话》 等，即使标
题未明示，却写的也是春天，如 《三

月》、《在有你的梦中》等。难能可贵的
是，他能把古今中外众人都写滥了的题

目，翻出了别样的新奇。上面引的“秘密
花园”便是一例，这里的 《在有你的梦

中》 也是一例，开头就是：春天还是来了

——鸟语花香的首演还是轰动了大地的票房/温暖的绿色肌
肤拥抱了草原/蝴蝶们匆忙的眷顾间/谁吹散了攀爬在阳台上
所有的紫藤花……

当然四季转换，春天不会永驻。远去的跫音轻俏，深邃
了天空的孤寂，而在诗人心灵的秘密花园里，春天依然播放
着“迷情的惊艳”。诗人绿蒂堪称写春天的高手，这里没有
诀窍，只是由于他有一座隐藏心中的“秘密花园”，那里有
永驻的春天。他的许多诗章都向我们暗示这座花园的存在。
在 《永远的旅人》 中，他再次提及这座花园，他说，“暮霭
轻薄如雾，聚了又散，春天的秘密花园熟悉依然，好似你从
不曾远去。”这里终于出现一个第二人称的“你”，这令我们
猜想，这个花园有“故事”，不然诗人不会屡屡忆及。这是
关于春天的故事。我们细读文本，依然可以寻见这其中的雪
泥鸿爪：共同的记忆以及曾经的欢笑与泪痕。

诗缘情而绮靡，有了这一点，他就会常写常新而不至于
落入俗套。在风华四季中，他不仅写春，也写夏和秋，也写
冬，但不论写什么，他的笔下总是春风和煦，我们总是听到
他心中的“春天在说话”：风在说话，传播梅香幽远；雨在
说话，洗尽大地尘嚣；钟声也在说话，祈愿一年安吉。读绿
蒂，怎么读也绕不过一个“情“字，最动人的也就是他通过
春天抒发的喜乐与温馨。读他的诗，我们不会感到压抑，不
是说他没有哀愁与苦痛，而是他能化解，能豁达地置换。绿
蒂说过，“对于偏爱风景的我，人生处处都是避风港湾。”这
就说，美能使我们忘记丑，美景化为诗情最终滋养了我们的
心灵。我们读他的诗，会真诚感谢他所给与我们的：人生的
忧患太多，我们有时会不堪重负，绿蒂的诗会为我们减压、
解困，因此我们感谢他。

绿蒂的诗不仅是纯情的，而且还是唯美的。批评家敏锐
地发现了他的美学向度，他们总结他的审美格调是“雅
艳”，是“古典的风雅“与”现代的惊艳“的结合 （黄中
模）；是“有情世界的无限禅机”（杨传珍）；而在我，最真
切的感动是，他给我们充满雾霾的严寒送来了清朗的春温。
我本人认识绿蒂少说也近20年了，每次见他总是年轻，总是
青春，20年没有改变，他的诗年轻，他的人更年轻。我们的
见面总是温暖，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台湾，他总是一派春
天气象。

他总是
一派春天气象

——读绿蒂
谢 冕

文学新观察文学新观察

由静而思、由思而忧、
由忧而茶。

此刻，我正沉浸在这样一
种心绪里，陪伴我的只有这一

杯雁荡毛峰茶。
说起茶事，环境、内涵、心

态三要素，缺一不可。我的饮茶
习惯与大众没有什么不同。首先，

将玻璃杯洗刷干净、用沸水烫过，
放茶、倒入最佳温度的水，待清香

绕至杯口，扩散于陋室，就端起茶杯
来轻轻地去嗅。这时的茶叶，开始缓

缓下沉、立定，似《天鹅湖》里的白天
鹅，诗意地旋转。茶美人在阳光的抚慰

下，显得鲜绿无比，情态动人。再后，
一口小抿，要以舌尖去幽幽探察茶中春

秋。假若斯时，有一股精气在喉咙里浮
动，那便是品茶的最佳时刻。 这，不属于

茶道，是平民百姓如我者，常用的饮茶方法。
茶乃饮品中的尤物。有关茶事，记忆有

二。28年前的一个仲春季节，我与友人结伴坐
在西湖岸边一个临水的茶亭里，要得明前龙井

一壶，细细地品来。那种甘美清爽的独特滋味，
至今仍使我飘然欲仙。在神思朦胧里，也是头一
回领略了具有人文情结的苏堤和白堤。感觉到它
们在茶的芳香里游动不已，好似两条春水中的青
蛇。这一番美妙的错觉，至今使我坚信，茶会给
静物予动感。

3 年前，也是在杭州，只是季节不同。当
时，十月桂花飘满杭城，在绸质的西湖水面，一
片秋水氤氲。从千年古刹灵隐寺里不断传出悠扬
的钟声，而钟声里的茶树玉然婷立，似相识又有
些陌生。一阵又一阵荡漾而来的北高峰上的秋
风，清清凉凉地掠过耳际，使人不得不想起，诗
人毛泽东那一首五律 《看山》 来：“三上北高
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
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
莺”。

就在此刻，灵隐寺的晚钟轰然荡来，我又猛
然吟出诗魔洛夫名诗 《金龙禅寺》 第一句：“晚
钟／是游客下山的小路。”这好似洛夫诗兄为我
此时的感悟而写来的。

俯瞰杭城，一盏两盏灯火在这里那里亮起，
引得我腹中茶虫也时不时地扭动起来。也是，晚

茶的时间到了。
刚才泡的这一杯龙井，

是前一天才从茶农家里买来
的，是货真价实的精品。扑
鼻 的 茶 香 不 用 说 ， 一 口 下
去，犹如甘霖落于旱地，这
份滋润和舒坦，是难以用言
语来表达清楚的。当我和内
人，推开北门时，幽幽一片
茶田迎面撞来。几声，苍凉
而世故的乌啼，则是来自那
几株古树的。举目南眺，新
月有些懒散，在三潭印月上
空作沉思状，“犹如谁家小姐
的梦，夜深里不予归家”。

从饮到品，茶有几千年
的文明历史。茶事，以进行
礼法教育、道德修养为本，

其操作过程，也是东方式的典雅，具有很浓的儒
家、道家理念在其中。每一次的品茶过程就是一
个自我灵魂的观照过程。茶事，以静为魂，最忌
沸沸扬扬、浮浮躁躁。没有了一个雅字，茶事就
失去了本质意义。这便是茶事与酒事的差别。

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那几年里，
我曾经着了魔似地与妻骑自行车往返于北京安定
门和香山樱桃沟之间。目的只有一个，到那里的
清泉茶庄喝茶。 若遇无风的好天气，安定门到
樱桃沟只需不到两个小时的工夫。初春，在鸟歌
的婉转和山溪的幽长里，樱桃花香溢满了整个樱
桃沟山野。更有红楼之主曹雪芹，当年常来徘徊
的水源头、元宝石以及那一株劈石松，就在茶庄
旁边。在这样一处老林野莽之地，居然有这样一
所可聆听天籁之声，并品茶的茶庄，何不来此当
一回神仙呢？

此处有位赵姓老者，日夜独守山林与茶庄。
他人很瘦弱，但大度风趣乐观。一来二去，我们
成了忘年交。他人在似仙非仙之间，如若不食人
间烟火，无疑，他就是樱桃沟之神了。看来，环
境造人并非虚话。

常常，我带去好酒，他拿出好茶，边聊边
饮，活像和合二仙。与他谈天论地，品茶聆泉
成为我当时最好的休闲方式。此处，高树遮阳
山风送凉，松鼠们追逐于头顶之树，山鹊子远
方高歌低吟。此番游兴，能不使人流连忘返
吗？

如果说，酒使人疯狂或沉沦，茶则能使人清
明顿悟安详。 忧而茶，那是不假。但茶不会使
人失望、失态、失魂。茶之内涵妙不可言，茶使
人变得从容、有情。而这，恰恰又是现代社会所
缺失的。

唐诗人王维独自吟哦：“人闲桂花落，夜静
春山空。”假如在一个仲春之夜，来此清泉茶
庄，也闲闲地去凝视那月光下的樱桃花，飘然落
于溪里的美态，那会是一种怎样的诗情和画意
呢？只可惜，我的老友清泉茶庄主人年前已仙
逝，也不知茶庄如今是何人在主持？

我不敢再来这里饮茶，唯恐触景生悲，不能
自已。

煮茶品日月
查 干

回乡散记
高 昌

麦秸垛
一梦天涯万里回，风吹苍发漫相催。
望乡心是麦秸垛，老栅栏边堆几堆。

过白菜地
敢将清白对秋风，笑在情深热土中。
懒论身家胡贵贱，悠悠铺绿到苍穹。

笨槐
故乡翻觉在他乡，不见当年老院墙。
只有笨槐知旧我，花开犹似鬓丝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