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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观察

□散文

今年雪来早
乔忠延

今年雪来早，雪来早，早到了众生还没有想
她，她就到了。来得轻手轻脚，来得大方慷慨，
飘飘悠悠，洋洋洒洒，往地上铺，往树上挂，只
一转眼地上白了，房上白了，树上白了，若是你
要在外头行走，发梢眉尖，肩膀鞋面，都是白
的。白得这世界上银装素裹，遮掩了往日繁杂斑
驳的姿色；白得人心里洁净雅致，涤洗了往常那
烦躁焦虑的情绪；白得我直想扑向阔野，对着雪
花舞蹈飞扬的长天，对着雪被厚重覆盖的大地，
放声高唱一曲雪的颂歌！

雪是上天的娇魂，雪是上天的洁神，雪也是
上天的灵物。若不是上天，谁人会有这么大的魔
力，转瞬之间将从世间汲取的水汁提取得如此之
纯，如此之净，纯得没有一点杂色，净得没有一
点杂质。然后，抛起来，撒开去，让漫天飞舞，
让遍野覆盖，活脱出一个全新的天地世界。

上天的娇魂、洁神、灵物到了人间，不光是
要扫除万里尘埃，不光是要涤滤千秋浮躁，也不
仅仅是为人间展示出一幅阔大无边的浩瀚画卷，
而是……而是什么？上天无言，无言的上天似乎
是说，这是一幅铺展开来的考卷。考你，考我，
考他，还要考牛，考马，考树，考花……考一切
在这个尘世间的物什。这考试从什么时候开始，
人类无法记忆，上天没有记忆。上天只能记得白
卷，白卷，一次一次的白卷，白白铺展了一次又
一次。然而，上天毫不泄馁，仍然一次又一次的
飞扬雪花，铺衬大地，展开一张又一张洁白无比
的考卷。

然而，白卷还是交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
一次的白卷并没有消解了上天的耐心。上天继续
等待，等待，等待着人的出现，等待着他从人群
中走来……

走来了，走来了，上天终于看到他走出了窝
棚，走向了阔野。他低下了头颅，他贴下了身
肢，他笑出了声音，是雪地上鸟兽的足迹化作了
他大笑的音符。他捡起了一根柴枝，已在纵画斜
撇。他的这一连串动作将成为中华民族最古老的
书写，因为，他从上天铺展开的考卷上读出了象
形。他叫仓颉，象形成了他写给上天的答案，也
成为了我们的文字！缘于文字，我们打开了祖先
的履历，可以阅读祖先的智慧，可以继续祖先的
业绩。在这打开、阅读、继续里，我们加快了人
猿揖别的步履。因为，我们从那里读到了先祖已
发现的秘密，高天的秘密，大地的秘密，禽兽的
秘密，草木的秘密。文字给了我们回转时光，隔
代继承先祖智慧的机遇。让先祖与天、与地、与
人、与万物厮磨出的光色，化作我们生命的活力。

我们还感受不到这活力的时候，上天已满意
地笑了，笑着收下了漫长等待之后的第一张答
卷！并且将他的名字留在了世上，从此仓颉走进
了一代一代中华儿女的记忆。

专家研讨影视文学现状与趋势

由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举办的影视
文学现状及趋势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与会的专
家认为，创作是文艺作品的中心环节，影视文学
是影视的灵魂。好的影视作品取决于文学性，近
年来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是一大亮点，如

《平凡的世界》《红高粱》 等。老百姓的文化需求
越来越高，影视的文学性也要日益提高。在影视
剧内容为王的形势下文学怎样与影视联手，影视
如何进一步体现文学深度，应该引起影视工作者
思考。影视要回归到讲好故事，就要接地气，让
观众产生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要贴近现实，有
人文关怀；在叙事上要体现创新。与会者对影视
界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叶渭渠先生纪念文集》首发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北岳文艺出
版社联合举办的叶渭渠先生追思会暨 《叶渭渠先
生纪念文集》 首发式日前在京举行。叶渭渠被称
为“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第一人”，是我国著名的日
本文学翻译家、日本文学研究专家，他长期致力
于日本文学的译介、研究，为日本文学研究做出
了突出贡献，让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走向世界。

《叶渭渠先生纪念文集》 收录了 40余位著名学者、
媒体人及亲属撰写的纪念文章，从不同角度较为
全面地讲述了叶渭渠先生的生平及学术研究。

猴年诗歌春晚将举办

为弘扬诗歌传统文化，繁荣网络文艺，中国
诗歌网与人民网将于 2016年 1月 16日在人民日报
演播大厅举办 2016猴年诗歌春晚，来自全国各地
以及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地的海内外老、
中、青诗人与诗歌爱好者将共襄诗坛盛举。晚会
将以诗歌讲述“国情”“亲情”“友情”“爱情”

“中国梦”“一带一路”等宏大主题，节目形式包
括诗朗诵、古典诗词吟唱、诗意舞蹈、现场诗画
创作等。为了给诗歌春晚预热，中国诗歌网发起
以“暖家”为主题的诗歌征文活动。

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上的阵阵马蹄
声开启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政治、
文化往来。在今天的世界版图上，“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正从容铺展，“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连
接起“中国梦”与“世界梦”，赋予古丝
绸之路新的内涵。以此为节点，许多问题
被放置在新的视野下去考量、阐释，中国
文学也自然如此。“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给中国文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由“一带
一路”战略构想带来的种种深刻变化将在
文学作品里得到呈现，谋求超越的当代文
学或许能从中得到激发并寻找到丰富的可
能性。

“一带一路”给文学提供了
新的视野和可能性

“一带一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
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彰显了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
精神。它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也
赋予中国文学巨大的选择和言说空间。在
这一战略影响下，人们看待世界和自我的
眼光将发生改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
重新认识中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
家，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中国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始终
存在如何认识自我的问题，‘我是谁’涉
及朝哪个方向走下去的问题。”中国作家
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谈到，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依然是个大问
题，“一带一路”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人看
世界和看自我的眼光都需要调整。人们需
要重新认识许多复杂问题，具体到文化层
面，既要对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有
充分认识，也需要对周边国家文化进行新
的判断。我们的观察视角正逐渐从边缘向
中心调整，这体现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因此，李敬泽认为，“一带一路”给
文学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可能性，知识分子
应该面对现代性进程中的真问题，并敢于
去探讨这些真问题。

作家祝勇认为，“一带一路”提醒人
们用一种世界眼光看待中国的历史、当下
和未来，在一个大坐标系里标记中国与其

他国家的关系，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和历
史。这一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也可以说是世
界视野下的中国文学，需要换一种眼光看
待自身、建构文化、重塑文学。未来无论
在题材还是写法上，中国文学都会遇到新
的挑战，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写作都要在
更广阔的视野和纵深里表达和呈现。

“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一种自我定位
的调整，评论家刘涛说，它标识着我们正
重新确定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位置。与此
相应，文学需要重新思考中西关系、古今
关系以及中国东部与西部的关系、海洋与
陆地的关系。他说，当年先锋文学特别青
睐西藏题材，此后一些网络作家也喜欢以
西部为背景讲故事，但这些作品对西部的
认知其实相对表面，文学应该更深入地思
考。

评论家李云雷说，“一带一路”引导
大家重新面对历史和当下、自我与世界，
一方面我们要回头审视传统记忆，另一方
面要在世界视野中思考和书写。文学应该
把这个过程里中国人的复杂情感体验表达
出来，在作品里建构、预测属于中国的新
的未来。

中国追寻现代性的路途实际上是自我
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评论家刘大先

谈到，“一带一路”，涉及重新认识中国与
亚非欧国家的关系、实现文化观察视角转
移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警惕对西部文
学的刻板印象，如此才能建立起对未来的
共同想象和期待。

文学将从中获得新的创造力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蕴涵着中国
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许多作家、评论
家在讨论中都谈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
随着这一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文学将从
中获得新的创造力。评论家岳雯认为，

“一带一路”为文学提供了新鲜的内容来
源，或许会出现许多写西部题材的优秀作
品，这与一个时代人们的兴趣点是有关系
的。“一带一路”在日后可能会使中国和
世界发生深刻变化，而这会给中国文学带
来更多能焕发活力的、新的、根本性的东
西。文学应该从书写日常行为中洞察这些
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挖掘表面之下的深层
动因。

一直酝酿写一部相关题材小说的作家
邱华栋翻阅了很多史料，他觉得，作家在
面对历史材料时要插上想象的翅膀，才能
赋予历史丰富的细节。在这一点上，意大

利作家安伯托·艾柯及其小说 《波德里
诺》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作家在小说里对
世界的想象令读者震惊却又充满趣味。他
说，历史在这片地域上留下那么多材料和
故事，留给作家无限的想象和创作空间，
作家写“一带一路”题材时可以充分发挥
想象力。

来自兰州的作家徐兆寿说，西部地区
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尚未得到有效开
掘，那里封存着中国文学古老的记忆和中
国文化的血气。从某种意义上说，西部之
于中国有些类似中国之于世界文化的意
义。“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的支点，将撬
起人们对西部文化、对中国文化新的思考
路径——怎样激活中国文学，并由此打开
新的空间。

文学的交流获得新的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自提出以来，各国
间将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文化、文学的
对话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就像评论家张定
浩所说，“一带一路”建立的不单纯是地
理上的联系，还有更内在、更深层的联
系，它就像拍照时的取景框，范围不同所
获得的风景自然不同。既身处其中又从外
部审视，才能使文化交流获得新的意义。

评论家王敏认为，文学的交流在这一
战略下具有深远意义，怎样以温和的方式
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使得传播和交流“落
地”是值得思考的。人才的培养非常重
要，知己知彼才能实现有效交流。文化传
播需要对受众进行研究细分，明确不同群
体的文化需求，这样彼此的对话才能更加
务实、有效。

“在中国，作家不单纯作为文化个体
存在，他身上总是负担着国家民族的命运
等许多内容。”作家崔曼莉说，历史上许
多作家是书法家、画家，也是政治家、经
济学家，他们关注并影响着这个国家和民
族的命运。今天社会分工的细化似乎把人
推到了越来越小的领域里，但作家和批评
家还是要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对世界保
持好奇心，写出好的小说和批评文章，引
导更多人去思考今天该如何看待、表达中
国、世界与自我。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

赋予中国文学新的言说空间
李晓晨

□诗词赏鉴·丝绸之路

刘禹锡《赠眼医
婆罗门僧》赏析

钟振振

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
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
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诗人中年患白内障，求医于一位擅长眼科的印度医僧，故作此
五言律诗以赠。“婆罗门僧”指古印度婆罗门种姓的僧人。在古印度
4种姓中，“婆罗门”为最高种姓，是通晓一切知识的核心人群，即
祭司与学者的阶级。

首联交代病因。公元805年，诗人积极参与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反
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减轻百姓负担，具有进步历史意义的“永贞革
新”。由于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
扑下，革新很快宣告失败。作为革新集团的骨干成员，诗人被逐出京
城，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自33岁至43岁，长达10年之久。此
诗约作于此期间。“三秋”，农历七月为孟秋，八月为仲秋，九月为季秋，
故称。“望眼”之“望”，谓远望京城，远望革新集团中志同道合的友人如
柳宗元等所谪居的州郡。“哭途穷”，三国魏末年，掌握军政大权的司马
昭欲篡位自立，阮籍忠于曹魏而无能为力，闷闷不乐，常驾车外出，往
往不择路径，到无路可走时，便恸哭而返。事见《晋书·阮籍传》。导致
白内障的病因有许多种，诗人将其归咎于政治失意引起的心情抑郁，
可以成立。

颔、颈两联自述症状。“看朱渐成碧”，用南朝梁王僧孺 《夜愁
示诸宾》 诗：“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王诗是说自己因心情不
好而视觉混淆，不辨红绿；刘诗改一字而用来实写自己因白内障引
起的色盲，翻出了新意。“羞日不禁风”，谓病眼怕见强烈的阳光，
禁受不住风吹。

尾联始述求医的正意。“师”，对高僧的尊称。“金篦术”，古代
治白内障的外科技术。“金篦”，用来剖剥或刮除眼球晶体表面白膜
或白翳的手术工具。“如何为发蒙”，犹言：请为我治疗眼疾，使我
的眼力恢复正常，怎么样？“发蒙”，本义是启发蒙昧，这里借以实
指拨开病人眼球上的蒙蔽物，与上文“看朱成碧”同属“陌生化了
的熟悉”。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
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
追其源头，不能不上溯至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它曾大大促进了
古代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对沿路
各国来说，可谓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刘禹锡的这首诗，于不经意
间反映了古代中外医学技术交流的一个侧面，彰显了古代“丝绸之
路”的伟大意义。

□散文

清风树影中的侨村
苏水梅

□散文

清风树影中的侨村
苏水梅

有一个叫侨村的地方，周遭路人如织车马
喧嚣，它却是隐匿于闹市的世外桃源——就像
一个僻静清幽的小村落，让人身临真正的闲
适，让人惊异而回味其中。

侨村的中心是那口溜圆的西姑池。当初这
里只是环城内河与县后街之间的一片荒地。
1956 年，就在这口叫西姑池的大池塘周围错落
有致建了 46幢归侨别墅群，借鉴了东南亚、欧
美等地建筑的特点，风格独特而又气派内敛。
在那个时代，可说是当地政府的一个“大手
笔”。池沿的那一圈树，还有别墅群中的那一棵
棵树，从点缀、衬托到对侨村的某种掩藏，半
个多世纪里一刻也没有停下生长。别墅的面貌
已然古旧，透过郁郁葱葱的绿影，侧耳寻听抛
置身后的那些街道与周遭那一幢幢高楼的闹
腾，你的一颗心便在那一瞬间突然恬适了下来
——这么说你就算走进闽南这座古城里可以呢
喃品茗的侨村了。在来不及思辨的恍惚间，侨
村如同一道摆放在时光里的谜语，它隐于闹市
而独善其身，人走入其中，浮躁的生活便被阻
隔在外了。

要么两地往来，要么长住国外，别墅主人
留守的极少，这就有了侨村很长一段时光的空
寂。西姑池畔的青苔在静静地泛绿，清风在日

影疏漏的过道上穿梭，偶尔涉足的市民，他的
脚步注定要被这里的情景勾连住。在此间似乎
每一芽初萌的草叶，每一茎轻颤的芳蕾，差不
多都能触动你心中的喜悦、鼓荡你善感的心
房。漫步侨村，你能感受到岁月的那一丝丝温
存。慢慢地，茶桌、椅子、遮阳伞、茶具被悄
悄摆上，围绕西姑池及散落在别墅间的茶座多
了起来。西姑池水雾漫荡，风到处树影婆娑，
人们在此闲坐，或品茗或小酌或垂钓。记忆里
日渐模糊的话语，于此间幡然复活：知己间怀
旧的私房话，后生与妹子的打闹逗趣，小情人
在泡茶嗑瓜子时的窃窃私语……所有这些，都
被青翠的叶片记录在案、被古色古香的老别墅
收入怀中……

当你走过市区香港路的青石板街，走进侨
村别墅群的某一院落，目染这些古色古香的老
建筑，你会发现这座侨村曾经的闲适从未走远。

经历风雨的老别墅，肯定不只是奔波疲惫
的累积。透过那一扇古老的窗，定格的可能就
是恒久的思念。竹篱柴扉，台阶转角处的廊
柱，难说就不是另一种明亮、清澈与敞开。在
时光岁月的深处，如果说侨村的热夏是照着西
姑池水影的清凉，那么色彩缤纷的秋日就一定
有个招惹你千万次回眸的黄昏。在闽南话古汉

语的音韵下，在各种
美食蒸腾的香气中，
说不定庸常与世俗的
外壳里，也有一股动
听的音乐在流淌。

夜的侨村是另一
个模样。老别墅躲进
树丛中。不管是满天
星斗的西姑池，还是
明月高挂的西姑池，
灯光经枝叶的许可照
到水面上，波光点点
茶座上的夜晚显得幽
静而魅惑，轻拂的是
散漫怀旧的清风。也
许某一个角落是喧哗
的 ， 但 侨 村 以 静 制
动，给了一座城市的
另一种期盼。

这就是漳州城里
清风树影中的侨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