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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散文学会安康分会成立大会和安康散文作家群
现象研讨会在安康日报社举办，是地方党报深厚文化情怀的
体现。 作为一家地方主流媒体，《安康日报》一直是全市广大
作者、读者创作发表、阅读交流的主渠道、主阵地。 《安康日
报》创刊 72 年以来，始终高扬党报文化大旗，始终赓续着悠
久而光荣的副刊传统，它曾是一朵“山茶花”，它曾是一座“万
宝山”，它从“金州”阔步而来，它从“香溪”旖旎而来，它从“瀛
湖”款款而来，送给安康人民一个绚丽多彩的《文化周末》。 散
文是文学殿堂中一种影响很广泛、 十分受读者青睐的文体，
在《安康日报》副刊上也占据了主要地位。 72 年薪火相传，72
年始终相伴，《安康日报》副刊始终绽放着自己的光华，用散
文的光和热，直抵心灵中最柔软的地方。

研讨会上，安康日报社总编缉谭迎春介绍了安康日报与
安康散文的发展渊源和鱼水之情，讲述了安康日报在推进安
康散文发展中的文化情怀与担当，并回顾了《文化周末》从创
建到成长的这五年在安康文学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20 世纪 50 年代，《安康报》开设有“山茶花”文艺副刊，从
70 年代开始，《安康日报》相继开设文“山花烂漫”“金州”“香
溪”文艺副刊专版，扶持和培养了一大群安康本土散文作者，

俨然一部散文巨著。 1994 年，《安康日报》第三版开设了“瀛
湖”副刊，至今已出刊 1300 余期，“瀛湖”每期以散文为主，配
以诗歌，成为安康一方诗意盎然的文化山水。

2018 年 7 月 6 日，综合性文化副刊《文化周末》创刊，饱
含着《安康日报》这份党媒在新时代加力安康发展的文化自
信、文化担当、文化热情。 《文化周末》创刊后，大力推动安康
散文创作、散文评论，先后开设坐标、地标、我的散文观、散文
创作大家谈等散文专栏，红孩、陈长吟、和谷、方英文、杜光辉
等散文名家鼎力支持，在这块园地上发表作品，起到了引领
安康散文创作的作用。

《文化周末》创刊以来，一直将培育文学新人作为自己的
重要使命，用整版形式推出了一大批 80 后、90 后青年散文作
家，组织评论家对青年散文家进行点评，助推年轻一代加速
成长，逐渐在全省乃至全国崭露头角。

安康日报主任编辑梁真鹏做了《站在文学高地上放歌》主题发
言，他回顾了几代安康散文作家的成长历程，介绍了安康散文的创
作情况。 他认为，安康散文薪火相传，文脉悠长，江山代有才人出，因
为文学有诗与远方，号召大家携手前行，奋力抵达文学的高峰。

一代代副刊编辑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为全市人民奉献

了文化佳酿，同时也获得了各方面的肯定。 安康日报文学副
刊的作品和编辑曾多次获得殊荣，先后获得全国、全省副刊
作品一二等奖及好专栏奖。 同时，一批编辑记者倾心于散文
创作，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张会鉴、陈良学、倪嘉、刘云、李大
斌、卢云龙、陈敏、梁真鹏、吴昌勇等优秀散文作者，作品多次
在全国大报大刊发表，并出版散文集、散文研究作品多部，使
安康日报作家群成为安康文坛的一方生力军。

在办好副刊的同时，近年来安康日报大力推动“媒体+文
创”融合发展，全力打造城市精神符号，每年都组织、参与一
系列文学采风活动，邀请谢冕、雷抒雁、吴思敬、霍俊明等一
大批全国著名作家行走安康、吟咏安康，让安康年年有文会、
四季有诗意。

有人说，一份党报理应成为一个城市最耀眼的名片。 在
报纸系列中，文化副刊理应是四季中最嘹亮的歌。

谭迎春向大家表示：“新的时代新的希望新的征程， 我们更
有无限的责任与理由把文化副刊办好办靓， 我们更有无穷的力
量与广大作者一起加油加力。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助推安
康散文创作，与陕西省散文学会安康分会一起，在安康这片散文
热土上精耕细作，共同创造安康散文新的繁荣。 ”

安康万山云集，河流纵横，北有秦岭阻击寒风，南有巴山
自带温热，山水逶迤而多情，人民聪慧而善感。 传统的赓续，
文化的滋养，汉江的哺育，催生了一批实力雄厚的散文作家，

他们工作在各个行业， 活跃在各种报
刊， 他们以对生活的满腔热情和对文
学的虔诚挚爱， 支撑着安康文学的半
壁江山， 给安康这片古老的土地涂上
了斑斓的文化色彩。

散文是一种古老的文体，自从《尚
书》开创中国散文之先河以来，在中国
古代文献典籍中，散文经典层出不穷，
浩如烟海。 从国家大事到个人情感，从
壮丽山河到小花小草，无所不包。 散文
是文学品类中最具有承载功能的一种
文体，它深幽而壮美，灵活而强大，适
合大众阅读，并深受读者喜爱。 在融媒
体时代，更是让散文大行其道。

21 世纪以来， 安康涌现出散文作
者 600 多人，呈现出创作人数多、作品
质量高的良好态势。 今天的安康，是一
个飞速发展的安康，从乡村到城市，从
田园到湖泊，处处生机无限，这给我们
提供了丰沛的创作资源， 以及由此迸
发的创作激情，而安康的散文，枝繁叶
茂，果实累累。

“安康是散文大市 ，作家众多 ，实力雄厚 ，成立散文创
作研究的群众组织很有必要 。 ”陕西省散文学会会长陈长
吟教授现场授牌，并在讲话中希望分会成立之后充分发挥

区位优势 ，团结广大散文作者 ，开展多种形式的创作研究
活动，广出作品，多出人才，为繁荣陕西文学事业做出积极
贡献。

“与省内其他兄弟城市相比，我们不差。 与全国最优秀的
散文家相比，但又硕果太少，佳作罕见。我们不妄自菲薄，也不
能夜郎自大，不能盲目乐观地成为井底之蛙。 在艺术创造，思
想深度，题材挖掘，文本品质等诸多方面，我们面临着瓶颈，这
个瓶颈卡住了我们。很多作者可能遇到了相似的困惑与迷惘。
在散文的意境营造，深度地介入现实方面，在‘好散文’的自我
评价体系中，不少作者形成了固化的写作模式，无形地限制了
创作。我们确实还有许多足迹没有抵达的区域，还有许多笔触
没有抵达的区域， 还有许多想象力没有抵达的区域。 要想提
高，我们必须进行艰苦的艺术探索，才能实现足迹、笔触和想
象力的无限延伸，进入到一个更加宏阔的、幽远的、真正享有
自由王国的艺术空间。”市文联主席李春平对安康散文的现状
做了全面的、深度的总体评价。

他认为在此之际， 陕西省散文学会安康分会的成立算得
上恰逢其时，应该成为推动安康散文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以
此为契机，充分发挥学会的功能，通过研讨、学习、讲座以自我
反省的方式，找出短板，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

他真切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在散文的观念上求同存异，共
同研究散文之美，创造散文之美，将安康之美融入散文之美，
用散文之美表现安康之美，把生花妙笔书写在人性的纵深处，
书写在时代大潮的波浪中，书写在祖国的山河里。

“散文与山河地理、生态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安康
这边，可能经济形势还不够发达，但秦巴俊秀，汉水奔腾，不
但富氧富硒，也催生着文学艺术的成长。仅散文创作，新时期
以来，安康的作家就出版了二百多部散文著作。 ”在浏览了十
部安康市散文作家近年出版的部分作品后，陈长吟为十部作
品写下了阅读印象：

此书的主题集中，写了巴山上的各种树木。树是有根的，
深扎在泥土之中，于是就有了民俗地理及人物故事。 树是有
灵的，它成长在人心中，于是就有了神话传说和某些精神。作
者对乡村环境的熟悉程度及孜孜探求 ， 是此书的成功基
础。 ———杜文涛《山有木兮》

根有多深，作品就有多厚；爱有多浓，文章就有多美。 郭
华丽对旬阳乡土是有深情的，她是山水田园的歌者，其散文
饱蘸着爱意浓情，厚实饱满，但神采上又能飞扬起来。她笔下
的那个羊山村，像情歌一样引人向往。

———郭华丽《只如初见》
镇坪在巴山之巅，在三省交界处，在老林围裏中，对外界

人来说，曾经显得遥远而神秘，但那儿又是一个奇峻秀美的
世界。 现在，杜韦慰用她的多彩的、抒情的文笔，把那方山水
捧送到读者面前。读这些散文，可以静心可以养情，当然也可
以神游放浪也。 ———杜韦慰《美丽镇坪》

虽然有病痛折磨，但从未向命运低头，我们从他的文字
中，看到的不是低沉悲伤，而是一种渴望生活的信心。作者用
感恩的心，记录了他经历过的酸甜苦辣，人物故事，以及自己
的内心思考。世界是温暖的，文字是温暖的，那种生生不息的
热情，隐藏在时光深处从未离去。

———石昌林《时光深处的温暖》
汉江，瀛湖，月河等等，滋润了安康的山地，滋润了秦巴

的风貌，也滋润了李永明的情怀。他的工作与水有关，他的足
迹与水相连，他的笔墨水韵充盈。李永明发挥自己的优长，把
各种美水秀水幻化为文章， 让它们肆意纵横在一本书中，这
就显现出个性特色来了。 ———李永明《润水》

“山水清音，乡土情怀，自然书写，表达挚爱，这是安康散
文作家的共同特点。虽然写散文的人多，作品也多，但客观地
说，安康散文创作的辉煌尚未到来，有分量的获大奖的作品
少，在全国有影响的独特性的作家少。它们只是新时期以来，
安康作家出版的二百多部散文集中的极少数，不能代表安康
散文创作的高度，但却具有普遍意义。

同时，陈长吟指出几个问题需要大家重视：本色作家要
向多角度转变；着眼当下要向长远发展，力求多元厚重；淳朴
表达要向奇思妙想转变；粗略扫描要向精雕细刻转变。 他将
散文精妙地总结为三句话：第一句是散文是人生的行囊。 小
学生的作文练习是散文，中学生的高考写作是散文，中年人
的日记是散文，老年人的回忆录是散文；第二句是散文是一
杯红酒。度数不高不低，讲究颜色可观味道可口，要给人美的
享受和启发；第三句是散文是灵魂的自白，要真情实感表达

作者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散文专家史飞翔在回顾了自己的写作之路后，和大家分

享了两点体会：“首先，要在理念层面思考那些影响和制约我
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问题，比如你为什么而写作、作家与时
代的关系等。有时候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其次，要思考作
家的自我选择与定位问题。 一个作家写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走什么样的写作路子，和这个人的先天禀赋、人生阅历、知识
结构、人格修养等诸多因素休戚相关，是性分所至。 但不管怎
样，作家最终都要形成鲜明的个人特色，都要寻找属于自己
的句子。 ”

袁国燕、王洁、陈益鹏等散文专家，对安康散文作家陈绪
伟、杜文涛、郭华丽、陈平军、李思纯、杜韦慰、李永明、卢慧
君、石昌林、王娅莉十人的作品做了精到的评析，他们既肯定
了这些作品或厚重大气，或优雅从容，或清灵秀美，或情感充
沛，或本色质朴的特点，又指出了这些作品存在的不足。 十位
作家分别结合自己的作品介绍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和深刻反
思。 他们从内容选材、思想立意、文学表达等方面总结了自己
在文学之路上的跋涉与收获，见解独到。

“我们每个人的才华有多有少， 要想自己的散文始终保
持新意和很强的可读性，还要持续海量的阅读以及持之以恒
的练习，把自己的才华在文字浩瀚的海洋中养大、放大，在庸
常的生活中打捞令我们快乐和幸福的部分，把散文写成穿透
山涧轻盈飞扬的情歌、写成悲壮婉转与热烈奔放交织的交响
乐，而不是在‘娱乐文学’中放任自流，逐渐消耗。 ”石泉作家
李思纯分享了散文写作的个
人经验和体会，她认为散文的
表达首先要真诚， 努力说真
话、顺其自然用真情。 真话体
现在细节和准确的用词造句
上。 散文写作上又不能太实，
它也讲究一个巧字，不可太用
力。

紫阳作家陈平军就“散文
诗写作的现实性”， 阐述了个
人的观点，他认为，关注现实
生活和人的不同时代的存在
当属感， 应该是必要的路径。
“一个有使命感的散文诗作家
必定会有对自己的写作所产
生的问题意识有所规避，产生
出某种与时代感不谋而合，与
社会现实问题产生合拍的可
能性而有所改变， 不重复别
人， 更不重复自己的写作习
惯。历史和现实永远是散文诗
创作的两翼，只有在经验上实

现了由抒情传统向经验表达的转换，在内容上深入历史与现
实，才能在同质化的散文诗作品中绽放出专属于自己的那一
抹亮色。 ”

“文学源于生活。一切为文的说教，敌不过这六个字。 ”旬
阳作家郭华丽，在写作的路途上跋山涉水二十余年，她说她
的散文集是“她”的形式，也是她精神、灵魂的内容。 从第一本
散文集《草木本心》到第二本《诗意流年》再到《只如初见》，她
的文字就如她的影子，与她亦步亦趋。

“好的散文具有穿透力， 不仅仅是疗愈， 更是刺痛和唤
醒。 写散文的人，在长期慢跑的过程中，也锻炼出了眼界和魄
力，有了四两拨千斤的勇气，在散文中，也可以去表达历史和
哲学，可以去撕开人性的面具，去追问生存的本质。 ”王娅莉
的散文观理性客观， 她认为散文写作倾向于情感的抒发，但
又绝不止于情感的抒发。 散文给予人写作的自由但又绝不是
自由的泛滥。 它还是讲究结构，讲究布局，讲究语言的力度。

会长李焕龙最后做了总结发言，他对陕西省散文学会安
康分会提出了期许， 希望作家能够有自己精神的根据地，努
力深耕安康散文这片热土。

“本会成立当天，我们就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一场学术讲
座，预示着本会将在创作、研究上两轮驱动，合力推进，为出
人才、出作品和抢高地、争高峰而发挥积极作用。 举办这次研
讨会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安康散文现状、探索散文发展新路、
正确把握散文事业的形势和任务，助力安康散文及安康文学
艺术高质量发展。 ”李焕龙信心满满。

党报坚守文化传承

芳菲歇去，夏木可人。 7 月 8 日
下午，由陕西省散文学会和安康日报
社联合举办的安康散文作家群现象
研讨会在传媒大厦举行。

安康地处秦岭巴山，是一片生机
盎然的吉祥之地，这里的大地上蒸腾
起袅袅茶香，这里的人们也在纸页上
写下了深情的篇章。 散文与山河地
理、 生态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奔腾的汉江水催生着文学艺术的成
长。

新时期以来，安康的作家出版了
200 多部散文著作。 研讨会上，陕西
散文学会的专家们对安康散文作家
陈绪伟、杜文涛、郭华丽、陈平军、李
思纯、杜韦慰、李永明、卢慧君、石昌
林、王娅莉十人的作品做了精到的评
析。

（本组图片由张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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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康康散散文文作作家家群群现现象象研研讨讨会会现现场场。。

中中国国散散文文学学会会副副会会长长、、陕陕西西省省散散文文学学会会会会长长陈陈长长吟吟
向向省省散散文文学学会会安安康康分分会会会会长长李李焕焕龙龙授授牌牌。。

本报讯 （记者 陈曦）7 月 8 日，
陕西省散文学会安康分会成立。 李焕
龙任会长，李永明、梁真鹏 、王小群 、
石昌林、郭华丽、胡树勇 、杜文涛 、王
建春、杜韦慰任副会长 ，聘请著名散
文作家刘云、黄开林、卢云龙为顾问。
会议选举产生了 3 个内设机构和评
论、纪实、游记等 7 个专业委员会。

著名作家、安康市文联主席李春
平教授到会祝贺，并从团结、鼓劲、联
络、服务及推新人、出佳作、力争高质
量发展等方面寄予厚望。 安康市诗词
学会代表本市兄弟协会、学会发表贺
词。 陕西省散文学会咸阳、商洛分会
及平利县文联、汉滨区作协、《安康文
学》杂志社等单位发来贺信。

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散
文学会会长陈长吟教授现场授牌，并
提出殷切希望： 安康是散文大市，作
家众多，实力雄厚 ，成立散文创作研
究的群众组织很有必要。 希望分会成
立之后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团结广大
散文作者，开展多种形式的创作研究
活动，广出作品，多出人才，为繁荣陕
西文学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当天下午， 陕西省散文学会、安
康日报社联合举行了安康散文作家
群现象研讨会。

现在是陕南最好的季节，草木青绿，鲜花盛开，山水
清朗，风景秀丽。 天气和自然的变化，能够影响到人的心
情。 今天，我们满怀喜悦，庆祝陕西省散文学会安康分会
的成立。

散文与山河地理，生态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安
康这边，可能经济形势还不够发达，但秦巴俊秀，汉水奔
腾，气候适宜，不但富氧富硒，也催生着文学艺术的成长。
仅散文创作，新时期以来，安康的作家就出版了二百多部
散文著作，几乎每个县区，都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代表性的
作品。 所以省散文学会成立安康分会，也是水到渠成。

省散文学会现有一千多名会员，几十个创作基地。人
数比较多，作品也比较多。 其实全国也一样，每年出版的
文学著作中，散文占了一大半。

对于散文，我有三句话。
第一句是：散文是人生的行囊。小学生的作文练习是

散文，中学生的高考写作是散文，中年人的日记是散文，
老年人的回忆录是散文。它可以伴随我们一生，为年轻人
起步助跑，为老年人养老送终。像季羡林、杨绛等先生，年
过九十甚至百岁还在写散文。 我们把人生每个阶段的经
历和感悟，都可以装进散文中去。

第二句是：散文是一杯红酒。 如果用酒来形容文体，
诗歌是白酒，高度浓缩，容易醉人，只能一小杯一小杯的
慢饮，它的意境是抽象抒情。小说是啤酒，度数低泡沫多，
能够一大杯一大杯的猛灌。 在小说中， 允许闲话允许啰
唆， 西方的很多小说， 一间房子的装饰布置可以写十几
页，一个生活场景可以写十几页，两个人的对话写十几页
……这对散文来说，则绝不可行。 散文是红酒，度数不高
不低，讲究颜色可观味道可口，用的是高脚杯，一小口一
小口地来品尝。红酒营养丰富，散文也要给人美的享受和
启发。文体的不同，导致手法的不同。诗歌用的是乘法，阶
梯式跳跃式升华；小说用的是加法，把一个小事件慢慢扩
大成长篇；而散文用的是减法，剪掉那些叶叶梢梢，只留
下树身枝干。

第三句是：散文是灵魂的自白。诗歌作者重在渲染情
绪， 不必具体写实； 小说作者常常藏在故事和人物的背
后，不必露面；散文则要真情实感，表达作者自己的观察
和思考。

安康分会成立以后，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流、探讨，互
相鼓励和促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只有群木向上，方
能蔚然成林。 这是自然规律，也是文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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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散文作家群现象研讨会综述

记者 张妍

只有群木向上
方能蔚然成林

陈长吟

蔚然深秀千百成峰

读山阅水自成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