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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宣强，陕西紫阳人。 1963 年开始在省、市报刊发表
诗歌，1973 年调入县文化馆从事文艺创作和群众业余创
作辅导工作，1979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 （后来
的陕西省作协）。 在全国百多种报刊以及省市舞台、电视
荧屏发表诗歌、小说、散文、民歌剧、歌曲、曲艺等多种文
学艺术作品 350 多万字，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歌曲
五十余件在省内外获各种奖项，有诗歌、小说、散文入选
陕西省建国 30 年诗歌选、小说选、有散文录入《陕西作家
散文选》《陕西作家 50 年散文选》以及别的选本 40 多种。
有部分诗作译介于日本，出版长篇小说《美女晒羞》、散文
集《村野随笔》《绿野之约》等。 长期致力于紫阳本土文化尤其是“紫阳民
歌”的研究。 2008 年，安康市人民政府授予他“地方文化贡献奖”。 曾担任
紫阳县文化馆长、县政协副主席。 现为中国音协会员，陕西省文史研究馆
馆员、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市作协名誉副主席、县作协名誉主席。

歌咏时代，关照现实，是那个时代的诗人身上最可贵的品质，这种品
质虽然或多或少减损了诗歌的艺术性，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他们情感中
所蕴含的爱，是真我的爱，也是超越小我，而走向大我的爱。 今天，回头再
看张宣强早期的诗歌，我惊讶地发现，他对时代的歌咏、对现实的关照，并
非是公式化、概念化的理解，他的诗歌中那种饱满的热度，那种来自灵魂
深处的张力，那种富有音乐节奏感的律动和跳跃，使他的诗歌克服了时代
语境的制约，以自身的艺术光环，卓然挺立。 “云中有树/树上有路/好陡
哟/九十度！ ———走罗！ 走罗！ /上树去罗！ //群山翻彩浪/青枝喜歌舞/
手攀云雾/一步， 一步……//———上树来罗！ /收小秋罗！ /———摘柿子
罗/———打桐子罗！ ———割红棕罗！ ———挟漆子罗！ //刀儿裁红霞/竹竿
抖金珠 /筐装秋山富/篓盛丰收图 ！ /（《树上有路 》《诗刊 》1981 年第 9
期）”这是一幅秋景图,语言夸张、跳跃，人与景融为一体，诗意浓郁饱满，
秋不仅仅是一幅幅图景，而是一种生活的味道，一种伸手可触的希望。

贴近时代，扎根生活，这是张宣强作为一个本色的乡土诗人不变的信
条，也是他对民间立场的自觉坚守。因此，他的诗轻灵而不晦涩，既有感性
的铺排，也有理性的升华和提炼。 写时代、写生活，绝不机械地复制，他善
于发现时代的个性，表现生活中的细腻感觉，于是，好多年过去，他的诗总
能穿越时间，各种味道仍然醇厚鲜美：“我艰难地咀嚼，来自土地的金黄、
银白和青绿，咀嚼风雨催熟的五谷，渐渐嚼出了泥土和太阳的气味，我梦
见自己长成了一棵大树……（《断奶》《青年作家》1985 年第 6 期）”这种来
自人世间的母性之爱， 既是共性的也是个性的， 但诗人把切入点放在了
“断奶”上，这种表面的严酷，却被一种内在的慈爱所消解，爱的主旨变得
深刻，它渐渐与土地与万物之爱，汇聚在一起，人类的生养其实就是大地
的生养……愈到后来，张宣强的诗歌愈接近本色，同时，理性的光芒也愈
发明亮。除了《断奶》，这一时期创作的《山路断想》《石花》《山的地平线》等
作品，都具有典范的意义。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 张宣强的创作方向基本上转入紫
阳新民歌的写作上 ，他是紫阳民歌发掘 、整理 、创新的集大成者 ，他先
后改造、创作新民歌一百余首，其中三十余首成为歌中经典，至今传唱
不衰。 由诗到歌，这个过程并不矛盾，这是诗人张宣强极其自然的创作
走向。 从诗歌到歌词，民歌对他的抚育、滋养、启迪是直接的，这是原始
的动力 ，是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因而 ，他的诗歌或是歌词 ，都具有跳
跃性和节奏感 ，语言干净 、剔透 ，意蕴丰赡 ，音乐的旋律悄然潜伏在文
字之中，读后舌齿生香、余味无穷……

———摘自叶松成《纯情的表达，本色的质地》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读者，朝三暮
四地读，吃着碗里、看着盆里地读，时而深
入，而更多的是浅浅的，泛泛的，若说句好
听的，只是走马观花而已。 但是我读黄开
林，好像就不一样，有些不经意地就走进
去了，记得是从那篇写“小鱼仔”的文字开
始的，散文家的娴熟和从容，满眼的风景，
既贴近又能拉开，是细而不腻，不腻又不
隔。 我忽然感到，黄开林的名字，就是一尾
鱼呀，哈，当然不是“小鱼仔”的鱼啦，他是
一条从西北岚皋游向大上海的“鱼”。

长期以来，我蜗居于黑龙江的一个小
角落里窥望天下，有眼不识黄开林。 听我
的学生韩文友说起大上海， 说起金山区，
他说起一个写散文的作家黄开林，从那时
起，我从没到过的大都市就不只是遥远的
风景，而是离我越来越近了。 我非常佩服
黄开林笔下的大上海、金山人，他的心中
有春风有热度，他写出来的上海滩情境走
心，他写的金山人韵致入怀。

最是让我与开林先生接近的不是见
面，而是金山区档案局的一个名为“金山
记忆”的公众号。 开林写上海的文章都是
从公众号上看到的，那些温润、自在又极
为开阔的文字一下就吸引了我，真想不到
韩文友介绍的这个公众号推出了这样高
质量的文学佳作，而且还是一个档案局的
职业范畴，几乎可以与专业的文学平台媲
美了。

这个公众号的天地真是太开阔了，不
仅打开了与作家黄开林相识相知的大门，
而且看到了上海、金山、现实、历史乃至更
深切的人情人性风景。 “金山记忆”那是一
片辽阔的海，大上海的海，金山卫的海，黄
开林这尾鱼，从这片水域游向了纵深。 如
果说公众号是一个大建筑，开林的文章就
是我看上海和金山的一扇用词采和匠心
构成的窗子，上海金山的气象风物被黄开
林笔下的文字雕镂得气韵蓬勃、 生机盎
然。

韩文友也是作家，写得一手好散文，
那天文友说，可以给他们写点东西。 我给
开林的散文做了一些点评，作家热情地做
了回复， 一来二去我们也就成了网友了。
那一天来了兴致，写了一篇以论为主的小
文章，评说开林成了我的主要话题。 文章
传给金山档案局秦骞局长，很快就发在了
公众号上，交流渐多起来，开林和我就成
了不再陌生的朋友了。

终于有了见面的机会。 那是秋天的
日子，档案局以公众号的名义搞了一次采
风活动，邀请了一些作家到金山，我也在
其中。 飞机在雨中落地，车子又跑了很远
的路，见面，我和开林的手握在一起，文章
之外的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看着这个写出让人赞叹不已的美
文的人， 黄开林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厚道，
有些内敛，言谈语速稍慢，稳，长于思。 这

大概也是他能写出好文章的道理，这就是
人们所说的锦心绣口吧。

开林说起他从陕南来到大上海的感
受，他感叹金山热土情深，向我介绍秦骞
局长带领档案局一班人奋力拓展新时代
档案事业的博大襟怀， 又说起 “金山记
忆”，在全国档案系统连续多年是“冠军”
头衔，对金山的历史文化、名人事迹以及
企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助作用，说到副
局长蔡国欢对公众号的严格把关和倾心
尽力，讲起金山区档案局上下一心的好风
气， 尤其感叹他们对文人的礼遇和尊重，
对金山的知遇之恩开林更是有说不完的
话。

几天的采风时间， 我们走了不少地
方，见了不少人，因为先前比较深入地读
了开林先生的散文，对望秦精酿、浦消培
训等企业和一些企业家的名字已是耳熟
能详了。 我们参观的地方，开林几乎都采
访过， 本可以不用浪费他的宝贵时间，但
他作为半个东道主， 热情地陪着我们走。
我们时而交流， 了解到开林经历很丰富，
多年从事志书的编写工作，又朝夕苦心经
营散文，功底深厚，在陕西乃至全国，都有
一定的知名度。 因为史志与档案密切相
关，被秦局长发现了人才，夫妇二人受邀
来到了金山。

品着金枫黄酒，品着望秦精酿，开林
先生心中有无尽的感慨，是啊，对一个作
家来说，这是一个机缘，一个写上海的机
缘啊！ 上海采风，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见面
的机会，对他的深度理解来说，面对面的
交流无论如何都是至关重要的。 几天时间
活动安排比较紧张，人多，我们单独说话
的时间不多。

在参观金山档案局办公环境的时
候，开林带我去他的办公室看看，安静、干
净，读书看报十分方便，电脑等设备一应
俱全，好一处写作的安适环境。 我给他带
几本我的书来，趁便在他的办公室里签了
几个字，算作留念。 写字时，开林为我拍了
一张照片。

我曾经写过一首题为 《岚皋黄开林》
的诗，开林喜欢，发在他的“闲情以寄”的
公众号上，诗中有这样的文字：

黄浦江情深义重，浩源路襟怀温暖/
感念梦中仍是青春意气/多少未酬的壮
志，从热血中醒来/一纸美文出手，尽是江
南好风景/公众号，打开一扇窗子/金山记
忆的天空更明媚/隔遥遥山水， 我的眼睛
陡然一亮

自在凤凰飞， 全天下自由亮翅/一杯
望秦精酿举起/播撒人间世界醇香/大金
山岛上、 枇杷园中/彩笔之下风光旖旎如
画美/写杨火根， 凭渔图咏史/访浦国平，
举消防补天//谈笑间， 胸有成竹/勾勒白
蘑菇的精魂气韵/捕捉小鱼仔的诚朴之
心/田子坊、思南路/海上金山激荡春风万
里/笔下文章滔滔，说不尽心中感动/人生
一段路，修成不朽的怀念

从上海回来之后，与开林先生的联系
主要是读两个公众号上的文章， 一个是
“金山记忆”，一个是他自己的公众号“闲
情以寄”。 除了一些写家乡的，他近一时期
的散文多是写上海金山的。 走过了大半生

路程，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写作的视野
已渐渐开阔起来， 而且年龄到了所求不
多、看世界趋于平和阶段，尤其是心性与
文笔的成熟老到遇合，他写上海就显得很
是从容不迫，显出许多优势来。 先前看到
的有写 “凤凰 ”集团的 《自在凤凰 》，有写
“望秦精酿”的《一“望秦”深情切切》，有写
“浦消”的《此心不移消防情》等几篇，后来
“金山记忆” 经常推出他写上海写金山的
散文作品，几乎每发一篇读者都有热烈的
反响，留言参与的接连不断。

他和一些作家们的文章为公众号增
加了亮度，他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位。 开
林的笔有风骨也不乏柔肠， 健朗而温润，
贴近而不隔。 《自在凤凰》从个人经历中的
凤凰自行车写起，写到凤凰集团不断发展
壮大的历史，以小见大，能小能大，大而不
空。 他不但写了金山本地题材的散文，而
且远赴云南，采访了援滇扶贫的普洱茶合
作项目，采访了援滇医生宗兵，写出了《沪
滇携手茶味长》和《宗兵的罗平情》两篇文
章。 无论写什么，开林先生都能实地考察、
亲临现场，抓住一些独到的细节，于是笔
下情思兼备，写起来总是如鱼得水。 像《沪
滇携手茶味长》结尾一段文字就是潇洒自
如，在思辨的情境之中有了绕梁之音：“只
有敢于做自己，敢于从善意的愿望出发倾
力所为，才能活出自己的格局。 ‘沪’字有
水，‘滇’字有水，普洱的‘洱’也有水，养育
生命离不开水，万物生长离不了水，茶更
离不开水。 好茶还得好水，好水泡出好茶，
这就是水乳交融，就是鱼水情深，就是山
高水长、云水襟怀！ ”在“水”字上做文章，
纵横往来，有情调亦有格局。

去年在威海过春节，收到开林先生寄
来的一大包书，共四本他的散文集，《家在
岚皋 》《闲情以寄 》《心静如莲 》《流年顾
影》， 一个闲散的冬天有了身心陶醉的机
会，好长时间沉浸在开林的美文之中。 生
活的情调、生命的感怀，都是从心而出的
悟性和真知，读来真是境界大开，好像走
出了狭促之所而见了无限天地。

在《心静如莲》一书的后记中有这样
一段话：“写作这事儿，谁都能行，不在乎
文化的高低，阅历的深浅，只要醉心于内
在的追求承受着常人的漠视， 肯琢磨、善
思谋、会读书就行。 人一生做不了多少事，
认准了，就一路走好，心无旁骛。 要说文学
和写作能够给人带来什么， 那就是乐趣，
精神过瘾。 ”一生一世投身于写作之中，开
林先生行走于字词之间是如此安然泰然，
当是一个文学的得道者。

就说《流年顾影》那么厚厚的一大本，
如此的浩繁之工，耗费了开林多少宝贵时
日，既有那么多的老照片，旷日的积累搜
求，又是辨识求证，形成诸多文字的说明
与描述，需要多少心血的浸润？ 非亲历者
很难体味其中的甘苦。 那些极有价值的老
照片，加之简洁生动的纪实性文字，当是
一本有些跨界意义的非虚构或可称之为
大散文。

读他这些文字，方知能写到如此精深
程度，是几十年面壁修炼的结果，而绝非
一朝一夕能够水到渠成的！ 而当大上海向
他敞开洋洋乎水天一色的大境界之时，开

林襟抱中的激情与浪涌就会在时代的高
度风云际会。

最近我从“金山记忆”和“闲情以寄”
读到两篇写上海又与当前疫情有关系的
散文，一篇是《金山过年记》，另一篇是《春
风隔不住》。

开林先生夫妇本该回陕西老家过大
年的，但由于新冠疫情防控要求“就地过
春节”，回不去了，所以有了妙趣横生、情
味十足的《金山过年记》。 写上海金山人礼
仪之都的亲情与好客，作家在佳节的滞留
中而感同身受。 秦骞局长挚情相邀，参加
了他老岳父家的“团年”，开林夫妇二人尽
享了如家的节日团圆氛围。 文中抒写了身
在上海对家乡亲人的牵挂， 文意丰满，增
加了感情的厚度。 大上海与家乡两相连
结， 更彰显了人在他乡而不失佳节的盛
情，表达了对上海金山的真诚感念。

《春风隔不住》 是他写上海文章中最
具现场感的一篇，疫情暴发，居家隔离，上
下一心，档案局领导们悉心关照，不仅送
菜送肉，而且送来报纸送来安慰，在危机
时刻，作家的切身感受是信心和暖意。 文
中足足的家国情怀，让人感受到责任与担
当的力量。 抄开林文章的一段话来领略他
对上海抗击疫情的深切感怀：

能安然地宅在家中，那是防疫人员不
分昼夜地坚守，我们感觉百无聊赖，他们
有家不能回。 我们淡定静养，生活基本有
规律，很大成分有医护人员忘我舍身的大
爱， 有国家为治理疫情而有的坚定信念，
更有所有心怀感恩及悲悯之人的牵肠挂
肚。 我们出不了力，可以稳定住情绪，尽量
朝好的方面想。 相信疫情很快就会过去，
春风送暖的季节已经来临。 配合防疫工
作， 致敬坚守在抗疫一线的每一个人，感
恩伟大的祖国！

窗外阳光明媚，寂静无声，白玉兰开
得正繁，紫红玉兰含苞待放，清爽的树枝
上露出碎碎的芽苞。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上海生活的节奏开始慢下来， 却没有停
摆，也未封城，这就是自信，人间奇迹。 可
以这样说， 上海是一座让人放心的城市，
平安而温馨，魔幻而从容，是我们最可靠
的靠山。

上海抗击疫情的力度及充分的人性
化精神，给人带来了极大的信心、力量和
安全感，文章表达了对于上海、对于祖国
的全心全意的依赖和无限的钦敬之情。 是
的，上海是中国的“大国重器”，是祖国强
大的重要组成部分，祖国强大了，人民才
能挺起腰杆不受强敌和灾难的压迫。

正当开林先生的人生和文学走向成
熟之际，一流都市的大上海向他敞开了胸
怀，他有机会用他成熟的笔墨抒写更博大
的天地，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
写作前行，需要拓展题材，方能激活更充
分的创造力和灵感，更好的作品就可能应
运而生。 有金山区档案局、有“金山记忆”
这片辽阔的水域，相信开林这条大鱼一定
会乘风破浪， 在金山人慧眼识珠的境遇
中，一定能跃上“龙门”并在大海中游向理
想的远方。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绥化学院中
文系教授）

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之变
局时代，新媒体迅速崛起，导致流量为王。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探讨当下散文诗
的精神与走向，是一件极具价值的事情。

我对写作带有一种固执的偏见：必须
要具有一种独特性，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
精神属性，在文学的长河中充当着一个无
法绕开的巨石。 无论是在题材上，形式上，
内容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文学首先是一
种精神世界的创造与构建，我们的现实生
活已经八面雷同了，在灵魂的深处，精神
世界里恰恰需要重新拾起被生活隐藏的
力量，欲望，张扬，跋扈，妄想等等，这些元
素组成了文学的精神版图。 一个不会被随
时替代的文学力量，一个不会躲藏在“等”
字的后面的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品。
何谓“等”字的内涵呢，那就是在将来文学
史上的记述是无法省略的，是无法一笔带
过的， 是群体之中存在的一种独特现象，
是无法复制和替代的，像鲁迅和他的《野
草》一样。 如果你的写作随时能够被替代，
今天你能写出来，明天他能写出来，那么，
这样的写作于个人而言可能是有效的，但
是在社会与文学的意义上来讲其实是无
效的。 一个随时能被替代的作者其实某种
意义上透着一种悲哀，虽然我这么讲可能
会有些残忍，但是时间会验证答案。

当下散文诗的走向， 面临着创新、格
局等问题，散文诗进入中国不过百年的光
景， 旧的秩序尚未完全系统性的建立，而

新媒体环境却在呈现指数型的增长和变
化。 这无疑为散文诗的创作带来了一定的
挑战和机遇。 散文诗是独立于散文和诗
的，但它的前提是诗。 我认为当下散文诗
的走向应该是反常态的，是多元的，多层
次的。 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浅层次的抒情
已经不能满足作者和读者了，散文诗写作
者必定要从语言性、思想性、艺术性等方
面进行有效突围。 转向更深层次，更丰富
的内在生命体验。 可喜的是现在全国从事
散文诗创作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创作氛围
比较浓厚，大多数作者已经能够自觉地疏
离浅薄。 这应当说是近些年来中国散文诗
的一大跨越。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
识到，我们的散文诗作品仍然具有极大的
空间，距离经典作品的差距还很远。

任何文学都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散文
诗也一样，散文诗的语言难度不亚于其他
任何一种文体。 散文诗是在语言上进行舞
蹈，对语言的极致是考验写作者的看家本
领。 我这里所说的语言并非单单是指语言
的美感，更多的偏向于语言的舒适感和通
透感，好的语言正如好的瓦片，必须要镶
嵌到适当的位置才能给人一种舒朗的感
觉。 语言的艺术是我们进行写作的终极操
练场， 它作为一种艺术手段衍生出白描、
隐喻、暗讽、拟人等相应的艺术手法，让语
言的张力脱离于语言本身，演绎为哲学和
艺术的宫殿。

散文诗是由人所创作的，它必定承载

着写作者的思考、感受、体悟、忧虑等等。
在诗性样本中一首好的散文诗能够触及
灵魂的共鸣，思想性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参
照坐标。 一首散文诗可以用有限的字数进
行概括、装修，乃至改造，但是一首散文诗
的思想性是无法单纯用文字清晰梳理的。
一首散文诗当作者在写作的那一刻，它的
思想性就已经完成了，从作品的角度来讲
这首诗的意义已经脱离写作者了，也就无
法清晰地说清其思想性。 就像我们很多作
家的作品被选入中高考试卷，就是把题给
作家自己做也未必能拿满分是一个道理。
我们要意识到思想性的内在和复杂性是
真实存在的，它或是不可控的，但是作为
一个写作者有义务更有责任提高自己的
格调和眼界。

再来说说艺术性， 当下很多散文诗
作者对待写作的态度不端正， 很多作品
不是为了自己而写， 更不是为了艺术而
写，而是为了迎合为了模仿而写。 缺乏艺
术家应该有的匠心。 作为一名散文诗的
写作者，我们要审视自己的写作，把每一
次写作都当成是最后一次写作， 要珍惜
书写的机会。 散文诗的写作如果没有艺
术性是没有灵魂的写作。 没有艺术性的
标识就没有哲思 ，没有辩证 ，没有智慧 ，
只能是一束长得漂亮的枝叶， 最终也只
能是附属品。 艺术性应当是每一个写作
者的终极诉求。 在我看来也恰恰是文学
存在的意义。

文学拉慢了时间的转速，从而用文字
和符号塑造了一个新的时空。这个时空看
不见，听不见，摸不着，只能倚靠自己的素
养和悟性无限去接近。散文诗的精神光芒
讲述着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浇灌着我们的
精神原野，散文诗于我而言是救赎，是拯
救平庸，对抗时间的法器。 我认为未来散
文诗的走向应该是反常态的， 是多元的，
多层次的。 常态是自然而存在的，散文诗
所挖掘的恰恰是常态背后的寓意和启示，
是引人深思的智慧和生命体验。我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散文诗的写作核心将会迎来
它的创意时代，散文诗的创意写作也将提
到新的日程之上 ，其视角 、语言 、叙事方
式、表现手法或将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格
局。 在现有散文诗写作的基础上，散文诗
必将借助于新崛起的新媒体传播，如《散
文诗》杂志将杂志、公众号、视频号有机结
合在一起， 加上杂志上很多栏目的创新，
其实已经呈现了一个多元的散文诗世界。
散文诗的另一个走向，深层次，我相信每
一个写作者在写一个事物的时候，素养不
同，接近的通道就会不同，我们每个人看
一块石头会产生不同的通道，正是这些不
同的通道从而完整地呈现了事物的个性
和共性。而它们恰恰是我们散文诗最珍贵
的品质，因为我们的目光看得更远，因为
我们构筑的精神体系无限接近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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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开林，一尾游向大海的鱼
■ 邢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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