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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黄河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的
冯晓白，不仅以书画著称于世，他的文章也是一
流的，著有《路在脚下延伸》《开拓生命的荒原》
《群星灿烂》等。 在一篇名为《情洒安康老城》（刊
发在 1998 年第 6 期《新大陆》杂志）的散文中深
情地写道：“六月初的一天。 我回到了阔别十七
年的安康……我独自穿行在这座古老而神秘的
老城，顾盼着寻觅着历史的足迹。 寻觅着情感的
切入点……这里是我留着足迹、留着身影、留着
情感的让人朝思暮想的地方。 ”

原来，出生于陕西乾县的冯晓白，从北京广
播学院编采专业毕业后， 即在陕西人民广播电
台当编辑、记者，足迹遍及三秦大地。 1976 年到
1981 年，派驻省电台安康记者站任负责人，在安
康生活工作了五年多，对安康老城了然于心，感
情深厚， 难怪文章一开头就开门见山地用了一
个“回”字，表明作者视安康为故乡的心迹。 最
后，作者写道：“安康，蕴涵着历史的哲理，在流
动的时光中塑造自己雄伟的形象， 在风雨岁月
中谱写天地变迁的诗章。 ”

当然，还有中国著名的茶文化研究专家，著
有《中国茶道》《中国茶情》《中国茶艺集锦》等著
作的学者林治先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著有《神话与中国社会》《盟誓史》
《文化人类学教程》《神话学与美学论集》等著作
的田兆元先生；以主要作品《八里情仇》《新女》
《深深的脚印》《海贝》等跻身于“陕军东征”的著
名作家京夫；以擅长创作杂文、任西安市作协常
务副主席、出版有《求是斋杂品》《商子雍文集》
《申酉杂品》《戌子杂品》的杂文家商子雍，等等。
均在安康创作采风， 留下了一篇篇颂吟安康青
山绿水、民情风俗的美文佳作。

这里， 笔者还想侧重评介一下记者张丛笑
与他写安康的散文。 因为 20 世纪年代初，当笔
者从部队复员回家，一心踏入文道时，《散文》月
刊便是百看不厌的“启蒙者”，几乎每一篇作品
都有笔者研读的印痕。在 1982 年第 4 期和 1983
年第 5 期《散文》上，读到了一位署名张丛笑写
安康的散文。 笔者用红笔把重要段落勾画标明，
并写下“纯美”“美极了”“此处精彩”等评语，可
谓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张丛笑，1944 年 1 月出生于陕西兴平市，曾
任宝鸡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 宝鸡市散文家
协会会长，1980 年开始在《长春》《绿原》等刊物
发表小说，之后大量地进行散文、杂文、随笔创
作，散文《陕北农民》获《人民日报》二等奖等，出
版文集《驼铃声声》一部。1971 年 9 月至 1974 年
12 月是《陕西日报》驻安康记者站的记者，在安
康工作生活三年有余。 以后又多次来安康采风，
是一位“新闻”与“文学”的两栖型人，除了新闻
报道近千篇，还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
百余篇。

李大斌在《走近美神》（成都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版）一书中说：张丛笑的《山城美色》可以当
作一首散文诗来读的。 它把安康城衬托在一把
红伞的意象之下，美而至极。 当然，作者不是以
记者出现的，而是以画家出现的。 作者起首就写
道“那天，我到安康城的时候，天下着毛毛雨，我
走进狭长的街道， 看见了一生未见过的奇异景
象，生活在秦岭、巴山之间的人们，真与关中的
人们不同呢！ 他们一个个手上，都撑着一把红纸
伞（绿纸伞很少），全街上下，没有一个穿帆布雨
衣的， 也很少有戴斗笠的……只见红色的油漆
纸伞下面，是一张张晕着淡红的滋润的脸盘，那
眉毛、眼睛、嘴角……不，整个五官，都显得分外

年轻俊美呢！ ……如果从飞机上看，这街道，真
是一条美丽的长虹哩！ ”

作者的文章大概写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期，那时的安康城并没有今天的纵横交错，高楼
林立，市肆繁华，而是一律的低矮的从西关七里
沟到东关磨盘坝号称的十里平房， 难得作者选
一个暖色清亮的红伞作基调， 把安康小城和小
城的人们着实地美化了一番。 汉江在作者的笔
下也是别具一格的。 “安康城临着汉江。城西，带
子似的汉水， 平静地悄悄地从城下的砖堤下流
过。 ……这汉江，水真清呀！ 它不是自然课本中
讲的‘无色’，也不是城市游泳池里的‘浅蓝’，而
是一种深绿。 那绿色，真似用绿色素染过一样。
我倒疑心它是加了染料的，可这不是笑话，漫漫
大江，谁染它做什么呢？ 对了，大约是水里有许
许多多单细胞的小球藻。 这小球藻，是眼睛看不
见的，原体是绿色，非常非常多了，水就会被弄
成绿色……” 作者写他自己顺堤漫步而下来到
河边，又看见许多妇女正在洗涤衣服。 “嘴里说
着相互间的开心事儿，那笑语声，轻盈如流水。
夕阳，担在平缓的秦岭余脉的山沿上，汉水里，
是一抹金红。 盯着粼粼闪光的水波，你真会眼花
缭乱，以为谁倾下了遍地金玛瑙呢。 ……”

如此大段地写汉江，写出汉江之美的篇章似
乎少见。 汉江的绿，不是一般的绿，而是用绿色素
染过一样的绿；夕阳下的汉江，是一抹金红，是倾
下的金玛瑙。 难为了作者有如此的想象，难为了
作者有如此的妙笔，一绿一金，汉江美轮美奂了，
传神有韵了。 值得一提的是， 作者写的汉江，是
1983 年特大洪水之前的汉江，他给我们彩绘了一
幅昔日的汉江图，值得回味，值得珍藏。 至于作者
的另一篇散文《大巴山区忆》（见百花文艺出版社
《短小散文选萃》1984 年 4 月版）， 也写得细致入
微，感人至深，歌颂了大巴山人的善良与纯朴。 这
里就不占用篇幅再详述了。

总之，安康是一块文学的富矿，值得挖掘的
矿藏有很多。 文学史上也常常有这样的现象，生
在此地、长在此地的作者，反写不出本地，而外
地人却能一下子抓住特征， 把此地很形象地写
出来。 当然，还要正确评价旅安作家写安康的文
章，他们写得有得有失，不乏振聋发聩之作，但
也有浮光掠影，略显浮浅之作。 而这里收集的也
不全面， 或许有更好的作品未被发现， 遗落在
外，也在所难免，相信有心人自会弥补不足的。

第六节
独特的安康女作家散文现象

当“陕军东征”持续夺得三顶“茅奖”桂冠，
当“文学湘军”相继赢得从历史题材到现实题材
的“大满贯”，当“文学豫军”在实现“中原突围”
后大举冲出国门，当“甘肃八骏”由小说、诗歌、
散文方阵而成为叫红全国的闪亮品牌……当陕

北的诗歌群、 关中的小说群乃至汉中的 “农二
哥”、商洛的“平凹门生”们风生水起，安康的文
学地图将树起怎样的“地标”？

当我们检阅新时期以来安康的创作阵容及
文学成就时，显而易见：一支女兵团队正在秦巴
汉水间跃动着，正在中国文坛上搏击着！

张虹、李小洛、杜文娟、王晓云、杨世芳、李
娟……当一个个女作家冲出秦岭，叫响全国，人
们惊奇地发现：“安康女作家群” 已是 “文学陕
军”的一支劲旅，已是“人文安康”的亮丽名片！

于是，“安康女作家群”这个称谓，多次出现
在陕西省市领导及陈忠实、贾平凹、肖云儒、莫
伸、 陈长吟等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讲话或文章
中；多次出现在《文艺报》《文学报》《陕西日报》
《诗刊》《延河》等报刊上；多次出现在安康市作
家、艺术家的评说及广大市民的街谈巷议间，甚
至出现在安康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及宣传部、
文广局、文联的文件里……

因此，人们称赞：这就是我们的人文地理标
识，这就是我们的文学团队品牌，这就是我们的
文化繁荣希望！

———这也就是安康作家、 评论家李焕龙在
他的著作《安康女作家散文评议》的序文《用团
队精神打造人文地标》中，对“安康女作家群”这
一现象产生的背景、过程所作的简述。

2022 年 3 月 4 日的 《安康日报·文化周末》
上， 刊发了安康评论家叶松铖撰写的一篇评论
《前方，依然绚烂———安康女性文学发展概述》。
文章中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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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松铖站在一个“审视者”的角度，找出有
力的论据来支撑他的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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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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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以上两位评论者只是论及“安康女作

家群”这一群体现象而生出自己观点的。 如果再
细分一下她们各自的文学体裁样式的创作成绩，
也是别有洞天，各有千秋的，也是可以成就一篇
大文章的。许多女作家的创作方向涉猎多个领域
如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文学、文学评论等，这些
领域皆有女性作家成熟、洒脱的文字呈现。

李焕龙在《安康女作家散文评议》的“后记”
中也说道：安康女作家几乎无人无散文，不论是
长于小说， 还是工于诗歌者， 均有散文佳作面
世。 并且，由于女作家感情细腻，观察入微，记事
清晰，心思缜密，写散文的视觉、触角甚至味觉
均有特色，在见物、见人、见情、见理上有优于男
性的特长。 ……可能是秦岭、巴山、汉水的灵秀，
让这方天地遍布散文意象； 也可能是这块贫瘠
而又文化底蕴丰厚的土地隐藏了太多的思绪，
需要散文式表达。 反正，不管是工农商学兵，或
是党政官员、普通百姓，上手试笔，便以散文当
先，因而出现了“安康作品八成散文”的文体偏
重现象。 所以，首先开展“女作家散文研究”，对
于推动安康市散文创作亦有帮助。 也所以，有了
本节的评介主体。

陈长吟在《安康女作家散文评议》的“序”中
在最后写道：“美国有部电影，名字叫《闻香识女
人》，意思是说，每个女人身上都有一种独特的
芳香。 其实文章也一样，每位女性作者都散发着
自己的心迹和脾性。 ……一花芬芳，毕竟有限；
满山芳香，大为可观。 祝她们在自己的山头上笔
耕丰硕，坚持不懈，这样，安康文坛才能够争奇
斗妍，芳香不绝。 ”

其实，三十多年前的 1991 年，当笔者还是
一个初入文道的散文作者的时候， 就曾对安康
的女散文作者群这一现象关注过， 也曾写过一
篇评论发表在 1991 年 12 月 24 日的 《安康日
报》上。 现录全文，以资佐证。

独步人生抒真情
———读“女作者散文作品专页”的断想

临近岁尾，读着《安康日报》“香溪”第 490
期上的“女作者散文作品专页”，不由得心头泛
起一层涟漪，感受到一种充满情思的温馨。

散文历来是寂寞的文体，绝没有小说和报告
文学的轰动与荣耀。 然而在安康文坛，近年创作
成绩颇丰且十分活跃的作者， 却大都是以诗歌、
散文起步或创作为正果的。 更可喜的是，还形成
了一批以创作散文为主的女作者群。 《安康日报》
副刊注重发现培养女作者，无疑对繁荣我区文艺
创作和促使女作者群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时下关于散文，有人说它是孤独者的文学，
是失恋者的文学，也有人说它是女性的文学。 所
谓散文是女性的文学，是说女性感受细腻，写得
真而美，有一种阴柔之美，综观这六篇散文，虽
篇幅都只有几百字， 却或多或少地给人一种独

特的对世界和人生的体悟。
———大凤（朱丽凤）的《皎月当空》，以至深的

内心体验和愤世嫉俗的情感语言，将现代女性那
种彷徨无寄的苦闷倾注在字里行间，靠独特的人
生经历直抒胸臆地写真情，实属难能可贵。

———吴玲的《寄给远方》，在精神世界里踽
踽独行，获得了一种直接面对人生之旅的体悟，
把那种纯真的情感融入在不尽的期待中， 寻求
一种越过时空的浪漫的真诚呼唤和快乐。

———李青楠的《又是秋天》，注重内心独白，
将个性意识融入平淡自然的生活中， 反映的是
一种理性的情绪， 笔墨较多地放在了写景抒情
上，给人一种赏心悦目感。

———李亚明的《雪飞的日子》，将女性的柔
美与情感的奔放结合在一起， 使个人的人生感
悟插上时代精神的双翼， 表现出较粗犷和直白
的感情世界，其意境悠远，思想旷达。

———张海鸥的《对不起，我忘了》，力求理性
思考的宏廓与深度，不假雕琢地直面人生，是一
种心灵情绪的自然流露，也是人格的展示，理想
的追求，表现出大度气派。

———鄢忠丽的 《中秋雨·中秋月》， 借景生
情，闲适优美，写童年，写月光，写秋雨，因其感
受的较深刻和艺术见解的新鲜而使老调重弹的
写景状物抒情题材有了新的拓宽和提高。

毫无疑义，这几篇散文的主调是闲适抒真情
的，也是比较成功的。 这种心灵化、人生化、生活
化的人生体验和人生感悟，颇能触动我们这个变
革时代的人的情怀， 满足了人们对于人生体验、
自我体验的需要，所表现出的这种恬淡闲适的优
美，则可以平衡、调节被现代城市尘嚣所骚扰的
心境。 疲累忙乱中读这类散文，也是对一种宁静
的人生境界的精神回归。 就这几篇散文而言，我
们从中看出，生活本身已经把“人生”两个大字推
向前台，就看我们怎样投入现世，拥抱人生。

显然， 处在传统和现代化撞击之下的生活
本身， 已经越来越具有追求人生意义和寻求精
神出路的思考，个人的生活困境所显示的光点，
实际上已折射成为社会矛盾之光， 只有直面现
实的方式，只有启迪心智的思考，才能触动人的
心灵。 这几篇散文中，《皎月当空》《对不起，我忘
了》就证明了这一点。

站在几篇散文的共同点上，我们看到，这几
篇散文的创作着眼于哲理的提升， 文章大多由
某一物象生发而成，或以情绪结构，或以事件结
构、或以物起兴；或缠绵，或沉郁，或幽默，或平
和，七情皆出……重在一个“情”字上。 这并非有
错！ 我只是认为，做散文应该像说话，应该有几
分家常便饭的味儿，越是自然，越是本色，越是
能出好效果。 成熟的给人以启示的散文，往往是
一些写社会、写人生、谈天说地的散文，而不是
那些花花草草、风花雪月的散文。 这几篇散文在
一定程度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沾上了为文造情
或为情造文的矫情味儿。 也许，这影响了散文的
真切自然之味。

对此，我认为面对纷繁丰富的感受，或高度
提纯和集中于某个点面，以求精粹，或分别以不
同的篇章出之。 作为断想，未免鸡零狗碎，但却
是一位读者的淡淡笔触依依情吧。 我乐于看到
安康散文斐然有成的明天！

因那时是对开铅印小报， 给笔者的要求是
字数不能超过 1500 字，因而这篇评论只能作为
“断想”，点到为止，立意不高，文字尚嫩。 好在三
十年后笔者看到了安康散文斐然有成的今天。

（连载二十五）

安 康 散 文 简 史
卢云龙

生命在传承中延
续， 人生在传承中升
华。 照片展现的场景
触动着人的心灵 ，安
康 是 鎏 金 铜 蚕 的 故
乡， 传颂着蚕桑发展
的历史壮歌。 人们通
过兴桑养蚕， 推动蚕
桑产业的发展， 以达
共同富裕。

上官卫国 文/图

生 命 传 承 的 壮 歌
———有感于兴桑养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