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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观察

诗词赏鉴

□散文

苹果树林环抱的中学时代
张 彦

中国“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提
出和向前推进，使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关系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格局。经济的变局必
然带来文化的变化。新丝绸之路文化交
流已经成为一个热点。文学是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丝路文学与丝路文学交流也
必将是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而丝
路文学的复兴，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
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丝路文学的界定与丝路文
学交流

整合丝路文学的前提，是对丝路文学
进行准确的定位。丝路文学至少有两种
涵义，一是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的
文学，二是题材涉及丝绸之路的文学。目
前大多研究者所使用的丝路文学概念，是
将这两种涵义都包括在里面的。但问题
就来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
学，范围何其广，题材更是千种万样，如何
能用“丝路文学”一统了之？如果将我国
西北省区的文学和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学
都统称为丝路文学，虽然直截了当，但能
否形成相关方的共识，是否具有可操作
性，不无疑问。而且循着第一种涵义，有
的研究者将丝绸之路开辟之前的文学，也
归入丝路文学，未免更不能令人信服。

丝路文学概念的不当延伸，丝路文学
的泛化，既使学术研究失去方向，亦使创
作陷入茫然。

我认为将丝路文学定义为“题材涉及
丝绸之路的文学”更为科学。这一定义虽
然将目前包罗万象的丝路文学缩小了，但
它的内涵更为充实，外延也更为清晰。发
生在丝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非丝路题材
的文学，并不因合理地将之排除于丝路文
学之外而失去价值。丝路文学只是一种
文学的分类，并不涉及价值评价和艺术评
价。

丝路文学交流不仅是丝路题材文学
的交流，也泛指丝绸之路地域的文学的交
流，是从文学的维度对“一带一路”国家发
展战略的辐射和延伸，并为文学创作树起
新的标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
流，中国的“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正
是放眼当今世界这两大主流而提出的。
和平与发展，也是当今人类的追求、人性
的渴望。开展和加强丝路文学交流，既是
对“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积极回应，

也是文学表现美好人性、追求人类共同价
值的新的蹊径，这对文学繁荣和发展的促
进作用，无疑是可以想见的。

丝路文学的辉煌在于新的创造

丝路文学无必要将自己的光荣寄托
于遥远的古代。丝路文学的辉煌，更在于
当代新的创造。

中国丝路文学的新创造，是在中国经
过了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一个综合
国力极大提升、民族伟大复兴正在逐步成
为现实的强大国家的背景下进行的。尤
其是“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和
实施，对丝路文学的新创造有着直接的召
唤和推动作用。丝绸之路是一条开放之
路，在此时代背景下行进的新丝路文学，
必然既绍续着远古丝路的汉唐气象，亦呈
现着 21世纪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新
丝路文学，在整体上应该是内涵丰厚、有
强烈人民性的文学，是朝气蓬勃、元气充
沛的文学，是骨硬筋强、血旺体壮的文
学。它应一扫无病呻吟、疲软困顿的颓靡
之风，以深刻的思考、恢弘的气度和健康
的审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

中国丝路文学的新创造，又是在经
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使各
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呈现复杂的态势。
一方面，全球化使各民族国家的文化演
进趋同化。另一方面，文化的趋同化又
引起各民族国家的警觉性反应，文化的
寻根和本土化回归成为一股世界潮流。
然而，无论是趋同化还是本土化，各国
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对全球化的回应，
亦即它内在地具有一种世界性的坐标。
新丝路文学是一种多国家、多地区、多
民族的文学，世界性的视野是其题中应
有之义。而作为“世界工厂”、世界最大
市场的当代中国的丝路文学，理应更放
眼世界，胸怀全球。它既面向国内，也
面向国际；它是民族的，也是人类的；
在性格上，它是外向型的文学，追求世界
性的理解和认同。

丝绸之路是一条交流之路。在美学
上，新丝路文学应是前沿性的创作，运用
经过古今中外艺术经验的洗礼而成熟的
现代性的风格手法，以既贴近又引领当代
读者的审美趣味，表现时代生活，探索人
性风貌。在整体上，它应是超越了历史的
成就而代表着中国当代水准的文学。

丝路文学为少数民族文学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古丝路在中国境内，大体涵盖今天的
西北地区和西藏。这一地域乃多民族聚
居地，丝绸之路与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
生活关系紧密。发展和繁荣丝路文学，给
丝路地域的少数民族文学带来的机遇是
不言而喻的。丝路文学固然各地域、各民
族的作家都可以创作，然而，最了解、最熟
悉和亲历亲受丝路地域历史文化与现实
生活的，莫过于身处该地域的少数民族作
家，丝路文学创作，应更多地寄望于他
们。同时，丝路地域一些少数民族是跨境
民族，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丝路文
学交流，道路最便捷、条件最有利的也是
该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丝路地域曾经
诞生了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

《玛纳斯》，其中《格萨尔》《玛纳斯》已被列
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格尔》的申遗
也早已启动。丝路地域还孕育了麻赫穆
德·喀什噶里、居素甫·玛玛依、仓央嘉措
等文化与文学巨匠。深厚的底蕴，光辉的
传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丝路文学的勃
兴，使少数民族文学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发
展机遇。

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内含着这
样一些焦点：对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命
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切；表现民族文化
传统、民族生活习惯与现代性、与当代现
实生活的冲突；宏大叙事的民族民间化；
底层边缘人物的励志书写；对反腐倡廉社
会热点的关注，等等。如彝族诗人吉狄马
加长达 400多行的长诗《我，雪豹……》以
濒危动物雪豹为主人公，传达了一种强烈
的生态意识和生命意识。而拟人化的雪
豹形象又是一种象征和隐喻，让人联想在
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夹缝中民族文
化的艰难前行与悲壮坚守。思想、情感与
表现手法的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使作品
达到了诗艺创造的深湛境界。

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小说《神授》带
有魔幻色彩，表现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性
的碰撞。还有的作家把民族生活和文化
传统与现代市侩观念的冲突，放置到历史
故事的框架中加以表现。比如蒙古族著

名作家阿云嘎的长篇小说《满巴扎仓》，从
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一座寺院展开广阔的
历史画卷，思索重大的思想和文化命题。

但在表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
冲突方面，也不是所有的作品对民族文化
都抱着仰视和歌颂的态度，也有作品进行
了理性的分析和严肃的反思。藏族作家
阿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两百年康
巴传奇》就是通过地域史的书写展开关于
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反思，作品还涉及了对
那个时段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的反思，
同时还有现实的思考。

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青年作家
的创作还表现出这样一些共性：对时代生
活的真实感受、对人生的思索、对人性的
拷问、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对物欲横流的
批判等等。如回族“80 后”女作家马金莲
的中篇小说《长河》，描写的是一个回族村
庄村民的生生死死。从这些生生死死中，
主人公“我”悟出了某种人生的真理。作
品在文学界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藏
族女作家尼玛潘多的小说《城市的门》描
写底层生活的艰难，又超越了通常的苦难
叙事的悲情渲染，而是让温情照亮人物的
命运。维吾尔族作家凯赛尔·柯尤木的小
说《苹果树下的梦》融现实与梦幻于一体，
令人感动的是它内在的天真质朴和理想
主义追求。蒙古族“80 后”女作家木琮尔
的小说《雏凤清声》，以俏皮和反讽的语言
叙述一种青春的反抗，作品反映了时代嬗
变的诸多信息。

另一方面，各民族作家在创作上也普
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最突出的问题，就
是题材的狭窄，写作的同质化、重复化、类
型化，原创性的严重不足。而丝路文学的
创作，可以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些焦
点主题的深化提供路径；同时，也因为丝
路文学所要求的国际视野、题材的新鲜性
和丰富性以及风格手法的现代性，而对当
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短板起到克服和
补强的作用。

丝路文学前景广阔，任重道远。有志
于此的中国各民族作家必须以开放的精
神、世界性的视野和创新的手法进行丝路
文学的再造。同时，丝路文学也给少数民
族文学注入新的元素，带来了新的可能
性。

人生最美妙的时光应该是中学时
代。这一时期，正值豆蔻年华，看人
看己，懵懵懂懂，人生大厦正在奠
基。我的这一人生阶段是在辽宁省庄
河市高中度过的。

在记忆的世界里，我的中学校园
栽满了一棵棵枝叶繁茂的苹果树。春
风一吹，整座校园立刻被涂上鲜绿的
色彩。到了夏日，苹果树的枝头开满
了由一朵朵小白花组成的花团，如雪
似银，香气四溢。深秋时节，每棵树
上都挂满了红红的苹果。每天置身于
这样生机盎然的校园，内心充满了向
上的力量。上植物课时，我和同学们
会来到苹果树下，听老师讲解苹果树
的生长和培育知识。我们还学着老师
的样子，爬到树上给果树修剪枝杈，
苹果树成了学校教学生活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被苹果树林环抱着的一座

“工”字型单层建筑是我们的校舍，校
领导、老师的办公室，学生的教室都
在这样一座相互联通的房子里，师生
们天天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距离。

同学们都觉得，我们拥有的是天底下
最美的校园。

那是一个批判“师道尊严”、反对“智
育第一”的年代，但我的老师们始终严守
着本份，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因此，我
和同学们的学业幸运地没有受到那个动
荡年月的影响。

我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段洪瑞，
他是一位性情沉稳的中年男子，教学
经验十分丰富，善于发挥尖子生的带
动作用，注重激发学生们的内在动
力，我们班的成绩在全年级8个班中一
直名列前茅。有一天，他突然把我叫
到了办公室说：“这次期末考试你四门
课得了 100 分，是全年级第一名，校领
导让你写一份经验材料。”我摆着手说：

“不行不行，我不会写！”他笑了起来，随
后便讲起了怎样写经验材料。语文老
师李逸英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年轻女性，
讲起课来娓娓动听，极具感染力。每次
她的示范朗读，都是我们十分享受的时
刻。有一次，她朗诵一篇记述中国人民
志愿军归国情景的课文《依依惜别的深
情》时，竟流下了眼泪，我和同学们都被
深深地打动了。

物理课是由刚从南开大学毕业的
殷良仲老师担任的。他戴着一副度数
挺高的眼镜，年轻英俊的脸上老是带
着微笑。他对待学生总是那么热情，
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给我们讲政治课
的是包有才老师，人如其名，有着

“包铁嘴”的美誉，讲起课来滔滔不
绝、妙趣横生，以至于下课铃响了，
他仍被同学们的呼喊声和掌声留在讲
台上。数学老师张方林，有着一流的

教学水平。他的身材虽然有些瘦弱，
但一走上讲台就神采飞扬。他讲课切
中关键，一语中的，通俗易懂。他从
来不用圆规画圆，捏着粉笔的手在黑
板上快速地一划，一条白色的圆线就
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洒脱的动作让同
学们非常佩服。

我们学校有县城里最大的操场，
体育老师汤乃州不仅十分敬业，而且
非常专业，田径、体操、球类等项目
无所不通。他以其独有的沙哑嗓音不
厌其烦地为我们讲解着动作要领。我
被他选入乒乓球、排球的校队，得到
他许多指点。

每当哪位老师因故缺课时，就会
有一位被称为“老校长”的孙奇林老
师走上讲台。他是一位慈祥而智慧的
长者，其博学的程度令人吃惊。他似
乎什么课都能讲，并且都讲得同样精
彩。据说他因是“走资派”被免除了
职务，但大家私下仍然称呼他“老校
长”。什么叫“走资派”？这么好的老
师怎么会是“走资派”？我和同学们都
搞不明白。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有些不
可思议，在那样一个教师的社会地位
并不高的年代，我所在的这样一所县
城中学，怎么会汇集了这么多出类拔
萃的教师？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学校
在当地一直有着很好的声誉。

30 多年过去了，那被苹果树林环
绕着的校园，成为是我魂牵梦绕的地
方。在那里，曾流淌着我美妙的中学
时光。时至今日，那一棵棵苹果树应
该生长得更加茂盛了吧？我心爱的老
师们也都安好吧？

纪实文学“故宫三部曲”
全景式呈现故宫

在故宫博物院成立 90周年之际，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的“故宫三部曲”《变局》《承载》

《守望》日前在京举行新书发布会。“故宫三部
曲”可谓首部文学版的“故宫通史”，作者章剑
华用近百万字和 404幅罕见的珍贵照片，图文
并茂地展现了故宫近百年的动荡历史。首次
全景式地呈现了故宫的前世与今生。《变局》以
辛亥革命为起点，记载北京紫禁城由明清两代
皇宫变为故宫博物院的全过程。《承载》以日本
侵华战争爆发为起点，记载故宫博物院在“九
一八事变”后，实施“国宝南迁”的这段鲜为人
知的悲壮历史。《承载》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
版。《守望》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记载两岸分
离以后形成“一宫两院”的发展过程与现状。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指出，“故宫三部
曲”用文学的笔触，描述了故宫博物院 90年来
的风雨历程和沧桑巨变，史料翔实，挖掘深刻，
结构庞大，叙事生动，是一部非常难得的文学
性“故宫通史”，对于记录和传播故宫历史，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和意义。

散文名家“神农架生态写作营”
活动举行

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散文学会
主办的“大美神农架生态写作营”活动日前在
湖北神农架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
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丹增、中国散文学会
会长王巨才、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
长叶梅以及作家黄济人、冯艺、肖亦农、任芙康
等参加了写作营活动。作家们参观考察了大
龙潭金丝猴科研基地、南水北调的源头大九湖
湿地、太子垭原始森林、神农坛等地，领略神农
文化与巴文化的深远内涵，围绕自然与文化、
人与自然、生态环保等话题进行研讨，认为博
大、丰富、兼具秀美与雄奇的神农架给文学创
作提供了丰厚的资源。

丝路文学：

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发展机遇
石一宁 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

又闻天下泉，半落黔中鸣。
山水千万绕，中有君子行。
儒风一以扇，污俗心皆平。
我愿中国春，化从异方生。
昔为阴草毒，今为阳华英。
嘉实缀绿蔓，凉湍泻清声。
逍遥物景胜，视听空旷并。
困骥犹在辕，沉珠尚隐精。
路遐莫及眄，泥污日已盈。
岁晏将何从，落叶甘自轻。

唐代诗人孟郊 （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
（今属浙江） 人。风骨高岸，一生潦倒，46岁始中进
士。诗格奇崛险怪，赋情真挚悃愊，为元和诗坛别
开风气的人物。他年长于韩愈 17 岁，深为韩愈敬
重。孟郊的 《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
晖”，以及 《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
长安花”，写恳挚的孝心与飞扬的情致，可说是传诵
千古的绝唱。而此诗寄情山水，竟写得如此意象超
奇，襟抱宏伟，实为难能可贵。

《赠黔府王中丞楚》，诗风清深奇伟，是孟郊的
一篇力作。此诗的年代，据“困骥犹在辕”可推知
应作于再试不第之后。再结合王楚出任黔中道观察
使的时间考虑，当作于贞元十一年 （795），是其南
游湖楚时的作品。这首赞美黔中诗，有四层意思。
头四句劈空而出，笼罩全篇：“早就听说，天下青
山，半在黔中。最近又闻道，天下山泉，半响黔
府。”这不等于说天下的青山泉水，多半出于黔中
吗？诗人用朴实的语言，叠进推出，既厚重，又生
动，刻画出黔中山水惊人之大美，令人难忘。

次四句是对王楚的评价：“自从你这位君子，来
治理山水灵奇的黔府，儒风化俗，恶习一扫而尽。”
可见政风之好了。

后八句则是对黔中的礼赞与希望。在作者看来，
要使全国充满活泼的春机，必须从边远地方开始净化
风俗。要能让毒草变成香花，嘉果挂满绿枝，泉水响
彻山间，景物引人入胜，环顾四周，空旷怡情。

最后六句，乃作者自述境遇：我如困于车轭的
骏马，沉于暗处的明珠，长路漫漫，泥污日积。岁
晚路迷，不知何往。有如一片树叶，只好随缘飘坠
了。全诗结得凄黯，令人动容。

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包蕴丰富、寄意宏远的力作。
从对黔中山水绘声绘色的赞美，到对王楚观察使施政之
肯定，清新洒脱。特别是作者对“中国春”愿景的描绘，
最为新鲜精彩。“中国”在古代文献中并不代指国家，而
是指城邦。如《孟子》“我欲中国受孟子室”即是要在城
中安顿孟子居住之意。过去是以“天下”代指国家的，将

“中国”转换为严格意义的国家概念，是近代以来的事。
而此诗的“中国春”，不专指一城一地，它在这里被赋予
天下之意，即天下皆春之谓。此诗可说是广义的国家意
象之早期表现者，应当视为“始出典”。“我愿中国春，化
从异方生”两句，更有化腐朽为神奇、变中华为乐土的理
想高度，是高步千古、揭响云天的名句。

诗的结尾，作者流露出困厄不得一展的襟抱，
而为落叶之悲心。正如韩愈在

《送孟东野序》 中所云：“抑不
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
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
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就
此诗而言则可谓兼而有之了。

裙在摆
带在摆
风花雪月帽在摆
袖在摆
穗在摆
红裳粉褂发在摆
呵 心肝票
阿妹妙曼儿摆

尺在摆
锛在摆
墨斗曲拐线在摆
棂在摆
杌在摆
雕得百鸟枝头摆
呵 心肝票
阿哥爷劲儿摆

犁在摆
镰在摆
卡膀背板筐在摆
枷在摆
穑在摆
羊皮坎肩磨在摆
呵 心肝票
年丰八碗儿摆

砚在摆

墨在摆
宣纸镇子笔在摆
诗在摆
联在摆
赵潘几案籍在摆
呵 心肝票
名邦书馨儿摆

眉在摆
怀在摆
眼里心里情在摆
蝶在摆
梦在摆
阿鹏金花春在摆
呵 心肝票
白乡盛世儿摆

九月白乡·摆
桂 柏

九月白乡·摆
桂 柏

初秋，往大理剑川，参加一年一度、隆重三日
的白族文化节。幸见其节盛，喜闻其民乐。心动
之，神乐之，记颂之。

初秋，往大理剑川，参加一年一度、隆重三日
的白族文化节。幸见其节盛，喜闻其民乐。心动
之，神乐之，记颂之。

注：“心肝票”系白族方言，字面写作“心肝
肺”，意为“小心肝”。用以表达对某人、某事、某
物的喜恋爱慕之情。

山水清音
诗家奇想

孟郊《赠黔府王中丞楚》诗赏析

周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