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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英的《唯美：1984》不是一般
地写乡土、言乡情，而是带着强烈的
思念、浓烈的爱恋，把自己的青春和
家乡的春秋内在地融会起来，在书写
一种朝气蓬勃的青春的成长，生机勃
勃的大地的生息，这样的底气十足的
乡土牧歌，生气盎然的乡情恋歌，美，
确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当下的散文写作中，乡土一直
是一个较为集中的热门题材。这些乡
土题材的散文作品，各从不同的个人
视角，不同的生活层面，寄寓了作者
浓郁而深挚的乡土情思，折射了乡土
现实可惋又可叹的复杂变异，但赵建
英的《唯美，1984》却显得有些与众不
同，从写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来看，
首先是写给作者自己的，是经由自己
的18岁的青春韶华，也即对1984这个
特别年头的乡间生活的重点透视，擘
肌分理地翻检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薄物细故地咂摸儿时记忆的个中滋
味，通过这种感觉的抵达，文字的复
现，从情感上回家，在精神上还乡，使
自己飘忽不定的灵魂得以妥帖地安
放下来，并得以确证自己，夯实人生
的地基，重获人生的定力。在此基础
上，她进而告诉人们，那个承载了自
己的乡土大地，那个养育了自己的乡
间平原，是多么地大度，多么地丰饶，

多么地浑朴，多么地厚道。因而，在作
者的笔下，土地是有呼吸的，庄稼是
有生命的，气候是有温度的，一切都
历历在目，栩栩如生，都是鲜活而生
动，简朴而美好的。

该书依次有“四季”、“耕织”、“众
生”、“汀洲”、“稼穑”、“自然”、“人间”
7 个章节，从外到内，从早到晚，从种
到收，从物到人，几乎穷形尽相地绘
描了作者所感觉、所记忆的故乡，或
故乡烙在“我”心上的种种印象。就写
故乡而言，我敢说这已是有分量又有
质感，有力度又有深度的了。如此浓
墨重彩地以文字的方式为故乡树碑
立传，非有大爱不可，没有大爱不能。
这里主要展示或着重考量的，不只是
构筑细节，铺排文字的功夫，更有化
之于文字、渗之于记忆的刻骨的挚
爱，铭心的苦恋。

从土地的有声有色的春华秋实，
从人们有滋有味的日作日息，我们都
不难读到作者对于家乡的深沉挚爱，
对于乡土的忘情热恋，但给我感受更
为深刻、印象更为强烈的，则是隐含
在字里行间的呼之欲出的感恩意识，
感恩大地的厚赐，感恩乡民的厚爱，
感恩收成的如期而至，感恩1984的峥
嵘岁月。感恩，使作者谦恭而自知，也
使作者达观而知足，因而，作品从看

取生活到叙说感受，都充满了孩童般
的纯真，孝子般的忠贞。这使得这份
乡土记忆的倾诉，因为无遮无拦的胸
怀，推襟送抱的情怀，特别地打动人，
感染人；也使它像一面澄明铮亮的镜
子，引人反观自我，启人检视自身。

《唯美，1984》在散文艺术的经营
与运用上，也有作者自己的一些特有
的手法与技法，因而可圈可点之处甚
多。感觉之微妙、细腻，语言之精到、
灵动，彼此相得益彰，两者桴鼓相
应，自不待说，善用小感觉、小细
节 ， 小 意 象 ， 小 情 趣 ， 来 点 缀 叙
事，传情达意，则常常是作品里更
为出彩的地方。

赵建英如今已移居澳洲，虽然
人已远离故土，但在精神上反而贴
得 更 近 。 带 着 无 尽 的 念 想 写 作 散
文，就是她飞向故乡的翅膀，就是
她通往故乡的桥梁。

散文进入
“全民写作”时代

王 颖

文学新观察

网络改变生活。随着网络发展的
日新月异，文学也迅速进入了“全民写作”的
时代，散文创作也是如此。目前上百家文学网站多已
开设“散文随笔”栏目，加上专门的散文网站，以天涯社区
为例，每天发表量至少有数百篇，一年发表的主题帖有数
十万个，而在传统刊物一期最多发表 20多篇散文。网络
写作给文学的观念、形式、内容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
的变化。它使原本更多由少数精英掌握话语权的文学成
为一种普及的、大众的、草根的，人民都能参与各抒己见
表达自我的文学。大批文学爱好者通过互联网有了尝试
写作的机会和施展才华的舞台，其传播的迅捷和广泛也
使它有了比传统媒体更大的影响力。网络的实时更新和
交互性，同时充分调动了创作者和阅读者的热情与积极
性，形成“全民写作”和“全民阅读”共生共荣的现象。

散文在全民写作时代如鱼得水

对于作为文学四大主要样式之一的散文而言，原本
它的文体界定就比较宽泛，在我国悠久的散文传统里，广
义上的散文几乎容纳了韵文之外的所有文学作品，这一
特征使得它在这个全民写作的时代中如鱼得水，有着天
然的适应性。从互联网发展伊始的社区 bbs，到网站的论
坛、版块，博客、博客圈，到微博、微信等新载体的不断涌
现，将散文的记录生活、行旅见闻、抒发心情、表达想法、
沉潜思考等功能张扬到极致。散文的疆域变得无限广
阔，真正成为无所不包的“散”文。

“全民写作”不仅扩大了散文的空间，促进
了散文的繁荣兴盛，是散文在这个前所未有
的崭新时代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正因网络
发表的低门槛、任意性等特点，作为一枚硬
币的两面，导致了好作品亦淹没在浩瀚无际
鱼龙混杂的文字海洋中的现实图景。

散文的个性化越来越突出

时代造就文学。“全民写作”令各行各业的人都加

入到散文创作者
的队伍中，使散文

所反映的生活、情感、思想等内容更为广
阔和多样，更接地气，更有个性，其艺术表现也更为
摇曳多姿。一些散文作者还在形式上做了种种挑战与
尝试，他们利用网络的复制、拼贴、视频、图片、超
链接等一切技术手段，进一步模糊了散文的文体意
识，形成超文体和超文本。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
学，只要有基本的文化程度和对生活的真挚感受和表
达愿望，就可以“我手书我口，我口述我心，我心抒
真情”。从早期的安妮宝贝、慕容雪村、尚爱兰、菊
开那夜、塞壬、阿舍、李娟等，到近年的马伯庸、十
年砍柴、苏枕书、欧阳杏蓬、燕山飘雪、郭敏、纳兰
妙殊等，他们或关注历史人文，或书写都市情感，或
着眼当下生活，或回望乡村记忆，记录所看所听所
想，表达对人生、社会、历史、现实等的感悟和思
考，凭借充盈的生活，充沛的情感，个性化的思考以
及鲜明的风格吸引了广大读者。

例如在历史叙述与个人言说方面，马伯庸的作品
既有丰富的学识作为底子和支撑，同时又见文人性情
和诙谐的趣味。在网络这个相对自由和虚拟的空间
中，创作者的思想少了许多条条框框，因此会更锐利
和有锋芒。其作品不再像严肃的传统文学那样强调经

世载道而更平易近人，随性的文字里多了些调侃、
幽默或自嘲。在反映当下生活方面，创作

者与时代的距离更近，更能反映时代
投射在这代人身上的苦乐和悲喜，因
此动态性更强。如安妮宝贝用华美灵
动的文字展现了都市钢筋水泥森林下
的冷寂和孤独，人与人之间爱的缺失和
隔绝疏离的心灵状态。如欧阳杏蓬作为
一位游走在都市和乡村之间的农民工创
作者，他写故乡湘南，写打工者来到城

市，语言简洁素净，描写细腻生动，情绪饱满，诗意盎
然，在对生活纹理和人生道理的展现中闪动着心酸过后
依旧明媚向上的温暖和希望。如李娟笔下的新疆既是迷

人的故土，又包含了整个世界。她只写她身边的天地
人，其文意高情真，纯净清新，浑然天成。

如果说老一辈散文作家有对“大”的、时代的自
觉，青年作者们更多表达了对“小”的、意义的自觉，
他们自觉地于日常生活的潜流和漩涡间停驻，力图挖掘
其永恒。在这一批作者的散文写作中，传统散文的观念
逐渐淡化，而个性化越来越突出。即便在相同的题材
中，其个性亦是千差万别的。或许只有如此，才能更好
地表达出当代人内心深处最具复杂性的缠绕纠结的东
西。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也是当代文学的需
求所在。

不能因此将散文看“小”

从全景看，散文创作的确呈蓬勃生长之势，迎来了
新的高峰和热潮。然而一方面是创作的繁荣，一方面是
创作的大家和精品并不能与之匹配。

不可否认散文庞杂的基数下泥沙俱下的现状。改变
这一现状首先需要网站加大对内容的投入，自觉起到导
向和助推的作用。运用推荐、置顶、合集等方式让好作
品脱颖而出；进一步培养编辑的力量，加强其与作者的
交流，对有潜力的新人多一些引导和扶助，逐步建立起
好作品的发现与生产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在网上
还是网下，都要重新确立与时代相契合的好作品的标
准。目前散文创作的环境给许多人造成的错觉是散文成
了一种没有难度的写作。例如随着新的文学平台出现而
兴起的“微散文”，100 多字内的创作看上去似乎很容
易，然而在简短精炼的字数中，照样要精致漂亮地表达
出一个人的智慧、思想、情操等，才会有着独特的艺术
魅力。这是散文在我们这个时代继续存在的价值。并不
能因此将散文看“小”，而将对散文的评价降低至那些
随意化、浮泛化、泡沫化、滥情化文字的水平，任何时
候要写出优秀的拥有认识、思想和审美等价值的散文
都并不简单。

散文首先要是有感而发的，不能为
写而写，真情实感是散文写作的

第一要义，好的散文一定是从心中流淌出来的，能最
直接地表达一个人的情感，散发出一个人的气息；散
文又是多元和自由的，它可以最贴近日常生活，也可
以辨宇宙之思，可以当下，也可以历史，可以微
观，也可以宏观。它关注我们生存的现实和体验，
关注人的灵魂和思想，关注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
去等等。因此写作散文不仅需要丰厚的学识和修
养，也需要充盈的才气和性情。好的散文是有血
肉的，带着生命的疼痛和欢喜，给人最朴素真
切的感动；好的散文是自由的，从内容到形式
都能挣脱束缚自由飞翔；好的散文是有个性
的，能在文字背后看见一个独特的“人”；
好的散文还是智性的，闪烁着思想的光
芒，体现出作者的智慧。总之，好的散文
是厚积而薄发的，需要作者各方面的积
累和功力。

可见，散文的评价标准一方面要
跳出传统的窠臼，与时俱进、不断
创 新 ， 一 方 面 仍 要 坚 持 那 些 普
适、永恒的价值标准。树立了好
的标准之后，再通过媒体、读
者、作者和理论批评家们一
同以阅读、写作、交流建
设起良好的创作环境，
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
下的散文得到健康
的发展。

深情的乡土恋歌
白 烨

西湖

苏堤春晓柳如烟
雷峰夕照霞满天
平湖秋月荡神韵
断桥残雪意未寒

太湖

琼阁玉台烟雨中
湖光山色入画屏
鼋头渚上何处望
七十二座翡翠峰

洞庭湖

君山突兀水中浮
岳阳俯瞰湖外湖
皎洁明月千秋照
波光粼粼疑碎珠

鄱阳湖

水落水涨一湖情
仙鹤翩翩舞秋风
翠竹伴浪连天涌
渔舟唱晚醉月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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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

高山流水万壑松
情思悠悠荡碧空
弹奏千载弦未断
天籁尽收瑶琴中

围棋

枰盘峻险任纵横
黑白对弈步步惊
绝妙残局伴长夜
棋子敲落满天星

书法

真草隶篆异彩呈
熔古烁今一脉通
龙飞凤舞传神韵
翰墨飘香中国风

绘画

水墨交融意无穷
妙笔绽开万紫红
娇美山河谁装扮
不问日月问丹青

四大才艺

四大名湖

《肖复兴散文新作》近
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书
中有作者对日常生活的朝
花夕拾，也有到美国的随
笔札记，以及这一年中读
书、观美术、听音乐、看京
剧时的感悟和评述，一点
沉思与自省。同时，选取
20 余幅作者的画作，作为
插页。如作者所说，就像把
一年里在田间地头弯腰拾
得的各种米粒，都倒将出
来，熬成一锅腊八粥，将各
种味道一并熬在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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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说选刊》杂志社主
办的第五届“茅台杯”》《小说
选刊》奖颁奖典礼日前在京举
行。毕飞宇的《大雨如注》、王
蒙的《明年我将衰老》、蒋一谈
的《透明》获短篇小说奖，李唯
的《暗杀刘青山张子善》、马金
莲的《长河》、方方的《涂自强
的个人悲伤》获中篇小说奖，
王妹英的《一千个夜晚》获新
人奖。本届大奖呈现了老、中、
青“三世同堂”的喜人局面，可
看做 2013 年度中国中短篇小
说创作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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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花自飘
零》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
作家李迪以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为创
作素材，在长达一年的跟踪采访中，
倾听诉说，走进被采访对象的内心世
界，最终完成了这部动人的作品。小
说讲述了叫一个菊儿的女人的曲折
命运，情真意切，催人泪下。与会专家
认为，真正吸引读者的，除了世事难
料和其间欲罢不能的爱恨情仇，更有
交织在情感纠葛背后的鲜明的时代
烙印，让读者在充满悬念的故事中，
品味人生之苦和人性之美，品味久违
的感动和不向命运低头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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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长兴县供电公司利用智能
总保做起“未病先防”和“治后防复”
的工作，利用智能系统强大的分析和
处理能力可帮助工作人员尽早发现
问题，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并且还
可以防止问题复发。

为鸭苗孵化大户挽回损失

长兴县林城镇塘南村坎头自然村
潘卫忠是长兴县有名的鸭苗孵化大
户。3 月 9 日晚 23 时 15 分，潘卫忠家
的鸭棚突然断电了，而此时的潘卫忠
已在家里睡觉，完全不知停电这回事。

就在此时，在国网长兴县供电公
司调度控制分中心，响起了“叮咚、
叮咚”的提醒声，值班人员随即在配
网运行抢修指挥平台上发现了潘卫
忠家所在的东斗门台区出现异常情
况。“你的鸭棚停电了，你先去看一
下，我正在来的路上。”供电维修人
员王启军在收到系统发出的电力抢

修 短 信 后 立 即 赶 往 现 场 。 15 分 钟
后，王启军到达现场并且着手解决
问题。“真没想到，我还没报修，你们
就来修了。”潘卫忠感谢道。从 23 点
15 分停电到 23 点 48 分恢复供电，时
间只过了 30 多分钟，因为处理及时，
潘 卫 忠 的 1000 多 只 鸭 苗 算 是 保 住
了，而这其中，安装在台区里的智能
总保为抢修节约了时间，可谓功不
可没。

中医里的“既病防变”

“一旦有跳闸、停电等情况，智
能总保就能及时反映问题，系统会
自动将情况编辑成短信，发至工作
人员的手机上，这样一来就节约时
间，防止问题进一步恶化，就好像是
中医里的‘既病防变’。”说起智能总
保的作用，国网长兴县供电公司运检
部主任卢峰说。

通过对线路、配变及低压总保开

关等运行状态的全方位监控，智能总
保能第一时间向系统发回设备故障告
警信息，系统则自动快速诊断故障范
围，预先派遣人员现场处理。也就是
说，在客户报修前，供电公司的系统就
已经发现问题，并发出“内部工单”。

“一条线路、一个台区如果经常
发生停电，我们就会对此情况做详细
调查。”卢峰说，小小的一个总保，让
过去等电话、等通知的“被动抢修”变
成了如今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主动抢修”。
截至3月9日，作为国网浙江省电

力公司智能总保试点单位，国网长兴
县供电公司共发起“内部工单”4372
张，95598工单同比减少约 19％，故障
修复时间同比减少15％。该公司主要
负责人表示，国网长兴县供电公司结
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通过
创新管理和科技应用，推广“主动抢
修”，努力让老百姓用好电、得实惠。

富阳供电打造电缆“金牌保姆”
盛成海 胡宇芬

近日，国网富阳供电公司配电运维一班的十几名小
伙子集中对该市10千伏电缆的运维标准进行了梳理，结
合该公司管辖范围内电缆施工、运行情况，编制了10千
伏电缆及电缆通道的中期、竣工验收单，巡视记录卡和
缺陷记录单。3月11日，该公司将新标准在15条电缆专
线上进行试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配网管理一直以点多、面广、量大著称，其中10千
伏电缆管理因人员、机制等历史遗留因素，使得资料欠
完善成为各公司的普遍性问题。2012年12月，该公司成
立配电运维一班，专门负责 10千伏电缆的运维。此时，
富阳地区的10千伏电缆总长已近800公里，如何对这些
地下“动脉”进行有效管理，是该班组不断思考的难
题。经历400多个日夜，这个规模不大的年轻集体完美实
现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稳定航行”的华丽“转
身”，成为全市电缆的“金牌保姆”。

培训创新，提升职工综合素质

工作是最好的培训，现场是最好的课堂，设备的缺
陷和异常是最好的考题。该班组将青工培训放在首位，
积极开展“需求培训，能者为师”活动，通过岗位能力
评估和事故分析报告，让员工查找与岗位标准间的差距
和不足，再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学习。同时鼓励员工自
己当培训师，为全班员工讲课，最终使班组全员都能达

到准确、迅速分析、判断和处理设备故障和异常。

精益求精，完善电缆运维模式

近年来，城市电缆化率不断提高，为确切掌握电缆
线路健康状况，改变以往电缆线路运维简单、粗放的管
理模式，该班组集中精力，梳理电缆线路及通道验收、
运维标准。同时引入电缆可视化管理系统，通过电缆查
找检测仪，对富阳城区内主要管沟、电缆参数及使用信
息进行全面的数据采集、测绘，在全省范围内率先设计
地下配网“导航”图。

安全管理，打造电缆“金牌保姆”

从班组成立开始，“新起点、高标准、严管理”的
理念就融入到班组安全生产和管理中。班组充分利用班
前会宣传安全政策、分析安全形势，利用班中检查查隐
患、堵漏洞，利用班后会开展“安全回头看”，并针对
排查出的事故隐患开展事故预想活动。为快速处理隐
患，除定期巡视检查外，班组结合季节性特点和特殊保
电工作开展专项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制订措施和整
改计划。同时，该班组利用超声波检测技术等电缆抢修

运维新手段提升电缆状态检修水平，快速定位电缆设备

隐患点，全力打造电缆“金牌保姆”，为公司电缆安全

运行保驾护航。

国网长兴县供电公司推广智能总保
成守江 丁珊

实现电力抢修服务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