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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
康康
现现
当当
代代
文文
学学
人人
物物
回回
望望：：

张

虹
张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陕西省

作家协会副主席、安康市作家协会主席。 代
表作有《都市洪荒》《记住月亮升起的地方》
《天堂鸟》《野蔷薇》《婆屋那边的事》《心海
拾贝》《出口》 等。 作品曾获首届柳青文学
奖、 第四届特区文学奖等奖项， 并被译成
英、日等文字出版。

张虹的小说立意含蓄深刻，平中见奇；
笔法轻盈流畅，委婉细腻；语言清丽婉转，
纯美优雅；风格清新俊逸、富有韵味。 其行
文舒缓流畅、娓娓道来。 以女性特有的抒情
笔调， 给读者编织了一个个或热烈、 或悲
凄、或单纯、或曲折的爱情、生活花环。 其叙
事抑扬顿挫犹如千回百转的溪流： 随地势
起伏， 顺环境而变通。 虽然旋涡与涟漪并
陈，却又自然顺畅、从容不迫。 善于表现生
活中的诗意和美，是张虹小说的又一特点。
作品中那苍翠如黛的青山、 碧绿如毯的原
野、清澄明澈的河水、质朴淳厚的乡民，把
我们带到了富于诗情画意的大自然之中 ，
让心灵得到休憩、陶冶、净化。 张虹并不囿
于一隅，而是不断开拓自己的艺术视野，丰
富自己的艺术技巧。 《魂断青羊岭》《等待下
雪》《纸天鹅》《丽鸟飞过》 等作品采用比兴
象征手法：《黄花地》 用浪漫主义的幻想和
想象等手法:《永远的红舞鞋》《黑匣子风景》
等则运用了现代派的黑色幽默手法寓庄于
诞，用隐喻、变形、错位等技巧讲述故事、塑
造人物，体现了张虹审美追求的多样化。

———孙鸿

安康是陕南文学的重镇， 我们这样说， 不仅有充足的理
由，而且还有充沛的底气。 安康有一个庞大的作家群体，而在
构成这个庞大群体的作家中，女性作家一直以来势头劲健，创
作活力旺盛，她们所呈现出的文学张力极具穿透性，其影响足
以与安康男性作家群遥相呼应，秋色平分。 安康女性作家群是
安康文学乃至陕南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更是一种力量的
支撑，它代表了安康文学的个性、风采和格局。

安康女性作家群构成了安康文学肌体的完整性， 在纷纭
多变的岁月中，它一直占据着安康区域文学最大的份额，这样
的定论或许不足以让人信服，然而，当我们将区域文学按性别
划分成两个队列的时候，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所谓对文学资
源的占有、挖掘和创新，安康女性作家群在每个时间段上的表
现都是主动的、积极的，也是优质的。 她们在创作中不断超越
和突破自己，其掘进的速度绝不输给男性作家，这里面除了作
品数量的增加， 还体现在质量的提升上， 不少人以自己的实
力，一步步迈向文学发展的前沿。 如果将安康文学以一座正在
崛起的大厦做比， 那么我们的女性作家群则应该是这个大厦
构架的一部分，她们既是参与者，也是规划者和建设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 张虹代表了安康女性文学的
最高成就，她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符号，她引领着安康文学
发展的基本风向。 张虹一涉足文坛便出手不凡，先后写出《天
马》《对微笑的裁决》《湍急的燕子河》《水葬》《风过羚牛山》《腊
八树》《黑匣子风景》等中短篇小说，除此之外，她还创作出了
数量质量不菲的散文和诗歌，如散文集《回归青草地》《白云苍
狗》，诗集《红，我的颜色》。 2009 年，张虹以中篇小说《小芹的郎
河》，荣获首届柳青文学奖。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安康文坛出
现了“紫阳三女子（杨世芳、金静、周晓云）”文学现象，这是安
康女性文学发展中的一种个性彰显，是健康文学观的反映。 所
谓“紫阳三女子”不过是三个青春少女的文学追梦，她们时值
豆蔻年华，怀揣着对文学的挚爱，纵情书写，用清丽脱俗的文

字勾勒故乡的山水，歌咏美好的事物，三人中最突出的代表是
杨世芳，她的散文《美水》《浆巴馍》《水系》等作品，以其意境空
灵，语言极富诗意而获得文坛认可和读者的关注。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安康女性文学进入新千年，这是区
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安康女性作家创作的爆发期，
较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女性文学，这一时期的创作有三个
显著特点：一是视野开阔，作家的创作思维完全摆脱了区域束
缚，作品的思想含量和艺术含量有所提升。 二是创作姿态不再
拘谨，尤其是在艺术手法的探寻上，有了新的认识和拓展。 三
是区域格局突破，文学边界正在被淡化，大文学的观念进入女
性文学视野，文学的自由度增强。

新千年的前十年，以李小洛、王晓云、杜文娟为代表，她们
共同构筑了这一时期安康女性文学坚固的堤坝。 李小洛是最
具本土化特征的诗人，她的创作是以安康为轴心，并逐渐地向
区域外辐射， 她画出的半径远远超出了地域所控制的长度，她
一开始就以一个诗人最敏锐、最深刻的体验，向世界发出哲学
性的追问，她透过世俗的面纱，悄然洞悉人情世态的丑恶，她用
近乎悲悯的目光测量人性的距离。 《孤独书》《一只乌鸦在窗台
上敲》《病历书》等诗章，皆凸显出她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者对
世相批判的深度。 毫无疑问，李小洛代表了陕南女性诗歌创作
的高度。 由于成绩斐然，她先后获得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提名，第四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郭沫若诗歌奖，第三届柳青文学
奖等。 王晓云的文学成就则是在上海取得的，而其准备期早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基本完成，上海给她提供了平台、视野，当
然还有文学性的参照。 她有着汉水赋予的灵气，有故乡土地培
育的本真情怀，于是，在这个光怪陆离的陌生环境里，她找到了
破解文学的密码，她的觉解是懂得在都市酝酿和孵化，这即是
一种新的视角的发现，而这种视角的发现，绝不是对本土的抛
弃和背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超越本土的诠释，这种诠
释既来自现实，也来自心灵。 在上海的那段日子，王晓云写出
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如《城市表情》《流水风物》《爱情视
窗》《海》《汉水渡》以及长篇小说《梅兰梅兰》，2009 年，王晓云
凭借中篇小说《海》，斩获首届柳青文学新人奖。

新千年以后的十年，注定了安康女性文学将迎来更大的收
获。 作家杜文娟让我刮目，她坚定而从容的个性，其实已经预
知了未来的文学走向。杜文娟不是一个安静的作家，她的创作、
体念大多在行走之中，她把目光和情感倾情锁定在西北，曾经
只身多次进入生命的禁区。 她用自己的灵魂感触那片坚硬的
土层下被埋藏的高贵，她由此发现了美，也锻铸了美。 杜文娟
先后向我们奉献出长篇小说《走向珠穆朗玛》、小说集《有梦相
约》、长篇纪实文学《阿里阿里》以及散文集《天堂女孩》。 2020
年，时间的脚步已进入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杜文娟再次收获
了她最丰硕的果实，这一年，长篇小说《红雪莲》，长篇纪实文学
《岩兰花开》同期出版。 《红雪莲》是作家心血浇铸的作品，她在
书的后记中说：“我把我的风华正茂， 风华正茂中的激情飞扬，
激情飞扬中的才华锦句，全都给予了那方高寒之地。 ”2019 年，
长篇小说《红雪莲》荣获第五届柳青文学奖。 杜文娟的文学实
绩，得到了政府及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肯定，十年中，她还先后
获得第六、七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双
年度奖，《红豆》双年度奖，陕西文学研究所有突出贡献小说作
家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提名奖。 作品
翻译成英文、塞尔维亚文、哈萨克文、藏文等在国内外发行。

如果以新千年第一个十年为杠杆，那么这一时期的女作家
群正在形成一种相当的规模，女性文学创作逐渐进入一种平稳
发展阶段，当然其中也不乏优秀作家的出现，如散文作家李娟，
她的散文无论数量、质量皆属上乘，作品频频亮相《读者》《格
言》《文苑》《散文百家》《散文·海外版》《语文报》《青春美文》《中
国艺术报》等报刊，并多次入选高考、中考语文阅读试题。 出版
散文集《品尝时光的味道》《光阴素描》《决不辜负春天》《你是我
的暖》等，曾荣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孙犁文学”第一届散文大
赛奖。 可以肯定地说，2010 年以后的安康女性作家属于递进式
的跟进，其创作方向涉猎多个领域，如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文
学、文学批评等，这些领域皆有女性作家成熟、洒脱的文字呈
现，不少女性作家在经历了岁月的锻打和磨砺后，已经成为安
康文学的中坚力量，如李爱霞（苦李子）、温洁、郭华丽、黄振琼、
李春芝、洪妍、侯红艳、王娅莉、唐玉梅、石晓红、王秀梅（胭脂小
马）、王绪珍（诩真）、嫣忠丽、段祖琼、细溪、李思纯等，她们在不
同的文学领域，创作和撰写出了个性鲜明的文学作品以及极具
学术分量的批评文字，女性文学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充分显示了
安康女作家群蕴藏的巨大的艺术潜力。

当然，女作家群的涌现，并不完全代表我们的女性文学已
经取得瞩目的成就，作家群体的出现与文学创作的水准，不能
完全画等号。应该看到 2010 年以后的安康女性文学，其发展态
势基本上是平缓的，既无跌宕，也无起伏，更无高峰出现，这是
就区域内的创作状况来衡定的。 倘若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
及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诞生的女作家相比较，诸如张虹、李小
洛、杨世芳、王晓云、杜文娟等，当下的女作家身上似乎缺少了
点什么！ 笔者不揣冒昧，以为存在三个制约因素：一是自信心
不够。 前几位女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服输，骨子里
自视甚高， 始终和自己较劲， 她们投入写作的目的很单纯：创
作，就是为了写出最好的作品。 二是体验不深刻。 与前几位女
作家相比，我们对生活的发现、认识，是肤浅的，这就造成创作
始终难以抵达文学的内核。 三是目标不明确。 其实通过对前几
位女作家创作情况的梳理，我们发现，她们的写作方向明确而
清晰，每个人的创作都有主攻的目标。 而我们目下的创作状况
则是无的放矢，随意、随性写作成为常态，对文学深度的挖掘趋
于丧失，无关生活痛痒的文字比比皆是。 毫不客气地说，这是
对文学的敷衍和轻慢，说到底是在玩文学。

因此，安康女作家群必须澄静心态，克服躁动，少一点虚
荣，多一点虚心；少一点自夸，多一点自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
己的优势，群体数量要和创作水准、创作质量对等，只有如此我
们才可望在未来的行程中走得更远。绚烂不在身后，而在前方，
面对一个充满魅力的未知世界，我们的所有的付出，其实都是
答案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可能就是燃放绚烂、璀璨梦想的烟
火……

李小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康市文
联副主席，安康市作协副主席。 学医，绘画，
报纸副刊编辑。 曾参加第 22 届青春诗会、就
读第 7 届鲁迅文学院高研班，2005 年获第四
届华文青年诗人奖 、2009 年获郭沫若诗歌
奖、柳青文学奖。 当选“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
人”，“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陕西
省百优作家”。 首都师范大学第三届驻校诗
人。 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 著有诗集《偏爱》
《偏与爱》《孤独书》《七天》， 随笔集 《两个
字》，书画集《水墨系》《旁观者》等。

李小洛是新世纪崛起于我国诗坛的一
位实力派女诗人，她的诗歌融合了深刻的哲
学意味和中国传统的女性意识，创作了一大
批人们非常喜爱的如《偏爱》《一只乌鸦在窗
户上敲 》《我要这样慢慢地活着 》《我不在 》
《病历书》等优秀诗歌。 特别是《省下我》发表
之后，一时间在读者中刮起了一股李小洛旋
风，引起了诗坛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省下我》也是李小洛诗歌中我最喜欢
的一首，在最初读到这首诗时，就知道自己
读到了一首新诗中少有的佳作、杰作，因为
心中有一种强烈的震撼， 一口气读了好几
遍，诗歌深处，隐藏着一种生命的痛感，越读
越喜欢，欲罢不能。 《省下我》有发乎生命的
真切体验，诗人以超然的境界和敢于牺牲的
勇气直面人生，诗歌有古典传统的质朴与典
雅，更有新锐先锋艺术的华丽，内容和形式
高度凝练、精美，深情绵邈，诗思灵动，闪耀
着人性希望的光芒。 李小洛用简朴沉稳的诗
性思维与超验般的感性把握能力，完成了一
个心灵的完美雕像。

———田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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