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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天津既是毗邻京城的
“天子门户”，也是一座中西合璧的
北方移民城市，同时还与上海并称
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天津子
民大多从冀、鲁、皖、晋等地迁徙
而来，由此决定了天津文化的复杂
构成和走向。某种意义上，天津文
学并非脱胎于天津文化，而是与新
中国同步诞生的。尽管旧天津也曾
演绎过作为北方通俗小说发祥地与
出版中心的“盛世繁华”，其流光
溢彩的代表人物刘云若、宫白羽有

“言情、武侠津门两大家”之称，但
整体来说还处于一盘散沙、自生自
灭的状态，很难说拥有自己的文学
版图。天津文学真正焕发勃勃生机，
与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息息相关。

“解放区文脉”到新时期文学

考察天津文学的前世今生，需
要更悠长的历史维度和更宽阔的时
间坐标。最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
馆分别举办了孙犁、梁斌、王林百
年诞辰的纪念活动，有意味的是，
这几位著名作家皆为地地道道的河
北人，孙犁的 《荷花淀》《铁木前
传》 以及“芸斋小说”和文学随
感，梁斌的 《红旗谱》《播火记》
等，已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
要收获。天津文学与河北文学有部
分重叠的事实，其来有自，是历史
原因使然。

当代天津文学的渊源可以追溯
到 1949 年，伴随着平津战役的隆
隆炮声，一批革命作家和进步文化
人与各路解放大军同时进城，并

“接管”了天津文学界。不算在津
短暂工作过的阿英、陈荒煤、周巍
峙、郭小川等文艺界领导，小说家
孙犁、梁斌、王林、方纪、袁静、
雪克 （孙振）、柳溪、杨润身等，

“七月派”诗人鲁藜、阿垅、芦甸
等，多来自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
区或延安。他们落户天津后，以反
映革命战争岁月为己任，支撑起

“解放区文脉”并辐射全国，天津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成为革命战争
题材小说的“风水宝地”。以他们
为主体，加上有中国现代派诗歌奠
基者之称的“九叶派”著名诗人穆
旦、域外驰名的世界语诗人苏阿
芒、归侨小说家高云览等，这些来
自天南地北的作家构成新中国成立
后的“天津第一代作家”，形成了
一道特殊的文学风景线。

天津文学得以“破茧化蝶”，
聚集起声势日壮的地域文学方阵，

还是源于新时期中国文学大潮带来
的时代契机。

承前启后的现实主义景观

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 70 年
代末到 80 年代以来，一批老作家
劫后重生，纷纷复出的同时，继往
开来的“天津第二代作家”也在迅
猛崛起。他们既有对宏大叙事的依
托和驾驭，也有对具体人性的描摹
和勾勒；既有对遥远历史的虚构和
想象，也有对现实问题的针砭和追
问，为天津文学的破茧化蝶和蓬勃
发展起到了某种拓荒作用，其中的
领军人物是蒋子龙与冯骥才。

蒋子龙的 《乔厂长上任记》
《开拓者》《拜年》《燕赵悲歌》《农
民帝国》等小说开一代风气，奠定
了他在“新时期”改革文学中的

“旗手”地位，其雄奇硬朗、铁马
金戈的叙事风格独标一格，深具影
响力。冯骥才最初以“伤痕”小说

《铺花的歧路》 崭露头角，先后参
与新时期小说的实验风潮，并长期
致力于描写天津卫清末民初市井百
态，《神鞭》《三寸金莲》以及《俗
世奇人》 系列独辟蹊径，宝刀不
老。航鹰游走于文学主潮边缘，雅
俗兼备，其《金鹿》《明姑娘》《东
方女性》《前妻》 等小说多写于上
世纪 80 年代中前期，能在短短几
年描绘出一片自成气候的小说风
景，值得称道。“弃诗从文”的林
希厚积薄发，潜心打磨出《买办之
家》《相士无非子》《小的儿》《高
买》 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提高了

“津味”小说的海拔高度和地域影

响指数。杨显惠每年都要风尘仆仆
地返回甘肃老家打捞历史遗迹，

《夹边沟记事》 与 《定西孤儿院纪
事》以扎实的白描内功展示了罕见
的思想厚度和人性深度。鲍昌的

《芨芨草》《庚子风云》、吴若增的
“蔡庄”系列、王家斌的“海洋”
系列、汤吉夫的“高校”系列等作
品，丰富了“后文革”时代的天津
文学的库存。他们未必都是土生土
长的天津“土著”，但其成长背
景、人生经验、师承借鉴和文学观
念，或多或少地都与天津这座城
市有着剪不断的复杂关联。

锐意探索的多元化格局

上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赵玫、
肖克凡、王松、李治邦、李唯、李晶，
60年代出生的武歆、龙一、尹学芸、
秦岭、狄青等“第三代作家”不习惯
于既有文学观念的因袭守旧和小说
操作层面的循规蹈矩，其展示艺术
个性的欲望远远超过自己的前辈，
并已经具备了精英写作的潜质。

对于赵玫而言，形式往往也是
内容，无论是反映都市知识女性的

《朗园》《秋天死于冬季》，还是取
材于古代历史人物的“唐宫三部
曲”（《武则天》《上官婉儿》《高
阳公主》），皆显示出摇曳多姿、
辨识度极强的文本风采。如何从旧
工业小说模式中突围，一直是肖克
凡小说的探索要义，《最后一座工
厂》 描写了经济转轨中的“国企”
命运，《机器》《生铁开花》则为一
座老工业城市的历史变迁做了精彩
的文学记录。王松深谙小说叙事精

义而别具寓意，《红汞》《红风筝》
多层面切入“文革”叙事，《双驴
记》等后知青小说则深刻展示出人
与社会的尖锐冲突和人性扭曲。李
治邦的 《暗示》《巴黎老佛爷店》
等小说，融故事与风俗、味道于一
体，精妙点染出多姿多彩的地域文
化特色和当代流行生活。

武歆为寻求小说叙事的创新之
门始终锲而不舍，《陕北红事》《延
安爱情》《归故乡》 的故事发生在
大时代的缝隙，大洪流的边缘，大
背景的角落，视角“诡异”，深味
隽永，拓展了另一种叙事空间和可
能性。龙一进入隐秘而惊魂的历史
事件书写，一向从容不迫，别有兴
致，《长征食谱》 是对长征叙事举
重若轻的大胆想象，《潜伏》 则是
对红色谍报题材的诱人探索。尹学
芸近期异军突起，风姿绰约，举凡
底层疾苦、官场生态与知识分子纷
争等社会景观尽在笔端，《士别十
年》《李海叔叔》《天堂向左》等作
品表明，她已经找到了独特的小说
叙事之魂。秦岭个性化的小说叙事
极具当代性和现实感，《皇粮钟》

《吼水》《天上的后窗口》 活色生
香，野趣横生，在展示西部风情画
卷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乡村现
状的迷茫与痛思。

散文随笔与诗歌写作在多元化
的天津文学格局中别具风光。孙犁
作为当代散文随笔大家有口皆碑，
此后，蒋子龙、冯骥才、谢大光、
贾宝泉、冯景元、任芙康、肖克
凡、武歆、周凡恺、狄青、秦岭等
新老作家笔耕不辍，风生水起，已
形成题旨纷呈、千姿百态的写作群
落，活跃于全国各类报刊。他们未必
以书写天津风土见长，却在建造各
自的散文随笔家园中而各显身手。

鲁藜晚年屡有诗作问世，林希
写出泣血之作 《无名河》。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伊蕾的 《独身女人
的卧室》《流浪的恒星》《三月的永
生》、徐江的 《杂事诗》 等，由于
分别介入历史反思、灵魂拷问和伦
理维度，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诗学魅
力，为当代中国诗史增添了值得书
写的一页。

就整体而言，作为新时代中国
文学的一方重镇，天津文学与天津
这座城市一样，正处在一个由自
足、本土转向多元、开放的重要跃
升时期，机遇之神与希望之光并
存，它的未来无疑充满了令世人期
待的悬念和魅力。

（作者系天津作协副主席）

印子君的诗歌有一种浅白
中见深意、无径处遇大道的张
弛与豁然。诗人的童真天性出
入于诗歌语言中。在自然语言
的历险中收获大拙朴与大智巧
的杂糅融合，并开枝散叶——
这是我对 《身体里的故乡》 一
个总体评价。

诗怎么写，没有定规。如果
只把诗的写法分成巧写与硬写
两类的话，我认为也是成立

的。巧写可以写出好诗，硬写也
可以写出好诗。印子君的大部分
诗，属巧写的一类。

《身体里的故乡》是印子君
20 年诗歌生涯的作品选，分为

“锦瑟”“琴瑟”“心瑟”“目
瑟”“年瑟”5 辑，收入 232 首
诗作。除了完成于 2014 年的

《今夜，我带你去丹麦》，我更
喜欢印子君早期 《我眼里的夜
色被你叫醒》《镜》《一棵松树
与一只松鼠》 这一类作品。它
们有一种未被网络尤其微信污
染，骚扰的宁静、深沉和对至
难诗艺的层层叩访与抽丝剥茧。

就 文 字 中 显 出 的 智 识 而
言，诗人要么有才华，要么有
童心，中间地带不属于诗人。
两极呈现出的诗象，按说是相
背的、远异的，但事实非但不
是这样，还正好相反。朝两个
看似相反方向写出的诗，恰恰
有着同一向度。要弄清、醒悟
这个道理，读 《石经寺遇雪》
就可以了。你可以说它是天才
的高深偈语，也可以说它是小
孩儿的天真独喃。但这就是

诗，就是好诗。小童心中窝藏
的大拙朴，是印子君的不二杀
手锏。“龙泉山把一座古寺/藏
得这么深，也被雪找到了。我
跨进大院”属于创意设定。设
定完成后，随着几个含有双关
意味的文化语汇——“皈依佛
门”“招人喜欢”“投错了庙”
的渐进与转折，诗趋于完成。
我个人一点小小的看法是，如
果去掉最后两句“在神面前，
我必须承认/自己六根不净”，
让“投错了庙”成为结语，这
首诗会更干净、空灵和余味无
穷。诗歌可以不总结，不下结论，
不把一条路走到尽头。

印子君是位低调、纯粹的诗
人。他一直被他的诗带着在走。

最后再来说说他用于书名
的一首诗《身体里的故乡》。指
认故乡的方式很多，印子君用
的是体认。他避开了大词、颂
词和形而上之思，直接让故乡
在掌纹、头发和左右手的内移
中附着，并向读者溢出一个还
乡者身体的气息。把故乡锁进
身体，这种爱，是秘密的深情。

显然同少年时代接受的 8 年私塾
教育有关，在王充闾的创作和学术世
界里，中国古典诗歌不仅作为一种资
源、一种营养，如水中盐、花中蜜般
构成了作家大量散文作品重要的审美
特点与叙述风度；也作为一种媒介、
一种题材，直接催生出若干颇见精思
与高情的诗性著作。

王充闾的近作 《诗外文章》 是作
家与古典诗歌一路同行，别裁风雅、
厚积薄发的新著。全书包括诗、文两
部分。诗的部分由作家遴选自先秦至
近代的各类哲理诗 270 余家、近 500
首，是一部眼光独特的古代哲理诗选
本。作家将哲理诗巧妙地定义为一种
诗性智慧，即一种将理性元素注入形
象思维、感性体验、直觉领悟以及睿
智修辞的艺术表达。这种理念不仅使
入选的哲理诗同某些入“理障”“理
窟”的玄言诗、道学诗划清了界限，
而且很自然地超越了诗歌划分的种种
藩 篱 、 矛 盾 与 盲 区 ， 在 “ 理 ” 与

“趣”互渗互补的意义上统摄古往今
来，普照大千世界。

《诗外文章》在选诗之外，还搭配
撰写有鉴赏文章。作家追求“诗文合
璧”“借树开花”——“依托哲理诗的
古树，开放文化散文的新花。”由此可
见，文化散文才是 《诗外文章》 的核
心内容。

书中散文对古代哲理诗的分析赏
评持守“凡为文当以意为主”的古
训，将充沛的文心与才情倾注于诗作
的题旨发掘与意蕴阐释，文学、历
史、哲学构成了三个最基本也是最重
要的维度。

就文学维度而言，作家抓住“诗
无达诂”这一现象，着重梳理和揭示
诗作的原生义和衍生义，力求透过多
维多向的审美探照，尽可能地拓展和
丰富作品的意义承载。其方法和路径
大致凡四：一是把作品置于立体开放
的阅读空间，引入不同论者在不同语
境下做出的不同解读，以“爱其所
同，敬其所异”的态度，加以辨析、
估衡和扬弃、取舍，从而实现作品在
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意义增值与精神
出新。如《伊人宛在水之湄》《沧浪之
水》《一诗三解》等。二是开启作家自
己的认知与想象，对作品进行苏东坡

“八面受敌”式的考察与体味，“每次
作一意求之”，形成自己的发现与见
解，以此不断充实、拓展和丰富其内
在意蕴。如《馋人罔极》《此心自在悠
然》《原来不过如此》等。三是或联系
诗人的心路历程，或比较诗坛的同类
创作，在不同坐标下阐发诗作的意味
与主旨，凸显其个性所在与价值所
藏，同时深化所涉及的哲思主题。如

《境由心造》《与邻为善》《让千里马跑
起来》 等。四是敞开视野，会通中
西，运用马克思主义等观点，阐释哲
理命题，彰显其跨文化的精神。如

《异化劳动的成果》《社会新变的期
待》《诗话沧桑》《“第一个历史活动”》
等。广征博引，万取一收，发散性哲
学思维使全书的整体风格趋于博雅、
睿智、隽永，更增添了一种奇崛、恣
肆、尺幅万里的美感。

在品评古代哲理诗时，浸透了作
家的历史意识与纵向视角。《一曲自怜
自叹的哀歌》《看得见的沧桑》《史
眼》《读史写史者戒》《尽信书不如无
书》《论史者戒》等数十篇作品，都是
针对咏史怀古类哲理诗有感而发，从
而构成了“因史生文”的主题。这些
作品或探寻并强调历史的固有规律，
以此否定历史虚无主义和简单机械的
历史循环论；或考察并揭示历史的多
面性、复杂性和偶然性，尽可能地逼
近其本真状态。其中最见匠心与功力
的，当属作家从“事是风云人是月”

的一贯主张出发，对历史中人之命
运、境遇和心态的钩沉与剖析。这样
一种艺术取向，不仅折射出作家特有
的“六经皆史”的治学理念，而且为
作品增加了珍贵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重
量。在浅阅读、轻阅读、碎片化阅读
流行的今天，无疑具有抱朴守正、补
偏救弊的意义。

《诗外文章》对哲学意味的营造和
追求是一道风景。《主客二分》围绕苏
东坡著名的 《琴诗》 展开笔墨，内中
所讲琴手相协，方成妙音的道理，阐
明生命实践的主客统一。《各有各的活
法》 品味袁枚的 《咏苔二首》，“苔花
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境界呼唤对
平凡的尊重。如果说以上作品只是对
人生某一侧面或某种质素的哲学探
照，那么《弱者避世之言》《鹦鹉能言
的下场》《人生境界》《无谓的拼争》
等篇，则从大处着眼，辩证地分析了
人生的进与退、得与失、有用与无
用、成功与失败等。作家激赏庄子的
逍遥与洒脱，但不曾因此就否定儒家
的责任和担当。《英雄中的诗人》《老
有所为》《斗士丰姿》等篇，自有一种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
神久久回旋。所有这些，交相辉映，
幻化为儒道结合的心灵基调与艺术空
间，从而体现出典型的传统智慧与中
国哲思。惟其如此，我们说，诗性智
慧与诗意生存应当是 《诗外文章》 的
关键词。

天津文学：

破茧化蝶 多元共生
□ 黄桂元

天津文学：

破茧化蝶 多元共生
□ 黄桂元

呼唤更多儿童文学精品
□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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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天津文学并非脱胎于天津文化，而是与新中国同步诞生的

●天津“第三代作家”不习惯于既有文学观念的因袭守旧和小说操作层面的循规蹈

矩，其展示艺术个性的欲望远远超过自己的前辈

●天津文学与天津这座城市一样，正处在一个由自足、本土转向多元、开放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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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2 月 4 日，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
会2018年会暨原创幼儿文学发展论坛在
京举行。中国作协儿委会委员刘海栖、李
利芳、沈石溪、张晓楠、纳杨、徐鲁、徐德
霞、董宏猷、薛涛、薛卫民等就委员会
工作进行了总结，并与特约嘉宾就幼儿
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研讨。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指出，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伟大
进程同行，我们应重视当前儿童文学创
作能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精神需要，担负
起“育新人”的使命。怎样在新时代回
应、满足少年儿童不断变化的精神需求
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重要命题，应进一步
做好儿童文学的理论和批评工作，发挥
对创作的指导作用。

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认为，要尤
其重视、提升原创图画书的质量。图画
书能表现孩子目光中的惊喜、惊叹乃至
惊艳，色彩线条和语言文字的有机结合
是“给眼睛的恩赐”。

特邀嘉宾、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金波
以 《幼儿文学的特殊性》 为题进行了发
言，他认为幼年记忆是童年记忆的重要
部分，作家在创作中如何准确地反映幼
儿的年龄、心理特征是一个重要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曹文轩
认为，幻想类作品同样需要扎实的写实
功底，鼓励年轻作家从写实入手，练好
基本功。曹文轩认为，相比于想象力，
记忆力对一个作家更为重要，生活提供
给作家的素材不是想象力能够比肩的。

上海作协副主席秦文君表示，越来
越多的作家将自己的时间、精力、创意
投入到幼儿文学创作中，非常难得。近
年来，幼儿文学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
也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如一些作家
的创作过于生活化、类型化，缺乏文学
艺术层面的打磨和加工。儿童文学要讲
究“腔调”，要有沉甸甸的现实感以及打
动人心的光芒。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认为，儿

童文学的发展与法规政策、儿童观和儿
童教育等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应当看到
幼儿文学与幼儿教育之间的紧密关系，
幼儿文学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幼儿教育。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儿童文
学出版中心总监徐德霞认为，青年作家
在注重长篇小说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短
篇小说，老作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从
短篇入手下功夫，更能使创作贴近生活。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认为，低幼
图书出版繁荣，版权输出活跃。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孩子的教育消费在家庭
消费中的比重和数额日益加大。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院院长
方卫平认为，利用交叉学科打开儿童文
学的“学术之眼”，对推进儿童文学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在未来，将有越来越多
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相关从业者意识到理
论和理论素养的重要性。

特邀专家王蕾、王志宏、杜传坤、
刘颋等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