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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康 散 文 简 史
卢云龙

“当然”———黄开林最后用了这样的转折句：“段祖琼要
想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集子中的有
些文章还很稚嫩，主要是写得太满，太实，缺少闲笔和过渡。
因为是第一本书，有问题很正常，建议祖琼今后多读书，多学
习，多观察，多练笔……散文虽散，并非啥都能写，一定要选
择最熟悉、最动心、最有感觉的事物入手，尽可能地简洁而有
力，卑微而不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千万别乱花迷眼。 相
信自己， 找准自己的兴趣方向， 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和特
色。 ”

以现有的资料表明，王娅莉的祖籍应该是今汉滨区张滩
镇，在她太爷爷那一辈搬到了平利县老县镇的稻草街，又因
兵燹从稻草街搬到黄洋河。

“父亲成为这个院子走出去的第一个有公职的人， 他在
供销社当收购员，村里的人去街上，总会来我家喝茶。 ……母
亲背后叹息，人家有儿子，我家没有。 父亲虽然从未嫌弃两个
女儿，但在家族事务中，儿子和女儿明显是不同的。”“2020 年
的清明祭祖，我作为王氏家族的第十六世传人被采访，上了
网络云直播，那段时间，父亲去河堤散步，脊背好像挺直了很
多。 他颤抖的手，抚摸着沉甸甸的族谱说，我们这支的后人，
就你能做这事。 ”（王娅莉《清明怀想》，见《安康日报·文化周
末》2022 年 3 月 4 日）

从她写的随笔《农校的老师》中获知，她曾在安康农校读
了三年中专。 毕业后就职于平利县老县中学当教师，几经转
折，现在汉滨初中高新校区任教。 经过多年的拼搏努力，辛勤
耕耘，如今已成长为陕西省学科带头人，省级教学能手、二级
心理咨询师、国家级课题优秀主持人、西北大学慈善文化研
究院研究员，曾多次承担省市级教师培训讲座，在各级各类
报刊上发表散文二十余万字。

笔者创办主编《安康日报·科教周刊》时，曾编审发表过
王娅莉的散文随笔。 但不多，也未曾谋面，至今无交往，她成
为周刊专栏作家是继任者经手的事。 在《人在“旅途”———百
家作品精选》一书中，较为系统地读到了她的一组游记散文
《白河印象》《柞水春风》《镇安半日》《走进清水河》，总体感觉
她的描写，细腻而自然，没有精心编排，也没有刻意雕饰，而
是用从心底自然而然流出的文字，清清爽爽地呈现在读者面
前。 用她 50 个字左右的“个人简介·感言”中的话说：喜欢读
书，喜欢徜徉于山水之间，在宁静的乡村生活中，固守一份简
朴和单纯。

以后，就常在安康的地方报刊上读到不少王娅莉的散文
随笔作品。 尤其是 2018 年 8 月 24 日的 《安康日报·文化周
末》上，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刊登了“王娅莉散文选”中的 5 篇
文章，并配发了陈国庆《质朴而灵动，温婉而大气》的署名评
论，从而对她的散文创作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评论文章中说，娅莉是一名语文教师，也是醉心于传统
文化的读书人。 或许因为教师的职业缘故，或许由于读书的
习惯，她的读书生活始终一如既往，安静如水，波澜不起；她
的文字没有粉饰、焦躁与功利；没有任性、冷漠与孤僻。 她用

自己友善、朴实与深刻的笔触，诠释着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
生生不息，诉说着自己及普通人循环往复的市井生活和有别
他人的生命感悟。

从 《安康日报·文化周末》 刊登的这 5 篇散文中可以看
出，王娅莉是一位热爱生活却又淡泊名利的才女。 她没有故
作深沉地总结生活哲理，给读者送去既平淡乏味又自以为是
的心灵鸡汤。 在《围棋情结》《辋川松》《川漠之心》《香溪望月》
《油糍儿》中，她都是以独特的视角，别出心裁地抒写出目光
所及的景物、事物，让读者看到一种陌生而真实的生活画面。
她的散文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选题，且常以游记居多，却往往
十分厚重而真实；她把写作的视角放得很低，却益发显得大
气和严谨；散文里的那些小事件、小场景、小人物，都被她描
画得栩栩如生，让人会心一笑。

叶松铖在《王娅莉：让精神的苍远驻守内心》（见《安康文
化》2020 年卷） 一文中写道： 王娅莉发在报刊上的文字并不
多，但若以报刊上稿的数量来称量一个人的文学水准，似乎
是狭隘的，况且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合时宜了。 随着数字化时
代的到来，文化的多元性愈加明显和突出。 因此，网络文学的
勃兴是时代的进步。 他认为，王娅莉网上的文章一点也不比
报刊上的差，甚至更好。 王娅莉从容地抒写，因为少了功利，
文字收放便没有牵绊，完全是心有所感，情有所触，文章机巧
不在，只有真心、真情、真意。 当一切雕饰都去掉的时候，那种
清纯，便在文字中自然而然蕴发出来……

从容是王娅莉的文字表现，也是一种内心表现，于是，形
与意没有隔离的空隙，它们形成了一种呼应，而意始终统领
着文字，它像一缕无形的丝线，将那种女性独有的从容、独有
的情感抒写，串在一起，让它们在摇曳中自呈曼妙。 叶先生为
了证明他的这一观点，没少举例王娅莉的散文作品。 这里限
于篇幅，不便展开。 读者只能意会他的论点了：“从容犹如一
个人的体态，它是融在气质里的。 王娅莉在她的散文里，有一
角自我追求的苍远，这是文字之外的东西，但愿这一角苍远，
能被精神呵护和涂抹，如此便会是另一番景象……”

但同时， 叶松铖也在文章的最后写道：“王娅莉的散文，
还缺乏精致的打磨，文字的炼意还不够，应该说，她的升值空
间还很大。 ”

就在笔者完稿时，《安康日报·科教周刊》2022 年 7 月 7

日刊登了王庭德写的一则消息称：“直面中国一线教育的困
惑，寻找滋生信念的土壤。 ”近日，汉滨初中高新校区教师王
娅莉教育随笔集《教师笔记》由南方出版社正式出版公开发
行。

《教师笔记》的作者有二十六年的学校教育经验，十几年
的心理咨询经历，该书以文学笔法，记录了发生在教育一线
的故事，带给家长、老师借鉴和思考。 ……书的第三部分，是
教师的文学随笔、中高考下水作文，充满了生活情趣和哲学
思辨。 因此，本书是家长、教师、孩子可以共同阅读的书，为教
育叙事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新时期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提
供了参照和范例。

对于杜韦慰其人，笔者了解不多，仅在安康本土报刊上
读到她的一些散文作品。 安康日报社主办的《旅途》杂志在
2012 年第 4 期为她和杜兰英、 杜波儿三姐妹曾做过专题，由
此知道镇坪有个“文学三姐妹”，杜韦慰是以写散文见长的，
杜兰英是以写纪实类文字为主的， 而杜波儿则主攻的是诗
歌。

鉴于本书的性质， 这里重点推介杜韦慰的散文创作简
况。依据《安康日报·文化周末》2022 年 8 月 12 日杜波儿所写
书讯一文：

陕西省作协会员、镇坪县作协主席杜韦慰的散文集《美
丽镇坪》近日由山东齐鲁有限公司出版。 该书主要选录了作
家近年创作和发表的文章共二十余万字。 该散文集书名由著
名作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方英文先生题签；由著名作家、陕
西省作协副主席张虹女士作序。

杜韦慰工作之余勤于思考，开拓视野，不断增强自己的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用心用情用力书写新时代。 用文字记
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她擅长以写景来抒情，以诗意的笔触
写人。 美由心生，情从景来，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寓情于物，
以情感人，触动心灵。 该散文集内容真实鲜活，绮丽多姿，文
笔优美，文字洗练，赏心悦目，韵味无穷。 从她的作品里看出
一个此心光明积极向上的追梦人。 字里行间散发着温暖与真
诚，充满着诗意和花香，一个头戴草帽，忙碌于田间地头为农
民开展农业科学技术指导的农业工作者浮现在读者眼前。

张虹在序言中说：“这是一部歌颂镇坪、颂扬友情和亲情
的温暖之书。 书中所写，皆美地、美物、美人，可谓一个枝繁叶

茂的 ‘爱的花园’。 作者的笔触几乎伸到了镇坪的每一个角
落，深情款款地为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个村庄而歌唱。 ”
在这些情深意切充满正能量的文字中带给人感动思考和踔
厉奋发的精神力量，该散文集是新时代奋进中的美丽镇坪一
部文字版缩略图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推进文化自觉，坚
定文化自信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杜韦慰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她在一篇“感言”的文章
中写道：“生命是一份奇特的缘分，父亲是重庆云阳人，母亲
是西安长安人，因为他们在镇坪的相遇组合而有了我们七个
兄弟姐妹，我便成为生于斯、长于斯的镇坪人。 镇坪地处中国
这只雄鸡的心脏位置，素有‘自然国心’之称，陕西最南端，虽
然很边远，但却很美丽，她小巧、精致、灵动而秀美，对家乡的
挚爱随着时光的流逝只增不减。 这里有群山相伴，有溪流相
伴，有茫茫云海相伴，天天阅花读草，吟雪听风，让人也有些
许旷然出世之感，有了到山林种些菊花的悠然心情，把所有
的美好寄情于一份诗意的表达，就是文学。 ”

“文学是我一个美好的梦想， 文学让我脱离低级趣味而
去弘扬真善美，弘扬高尚，文学有益于周围的人，文学能让我
们探索到更多的美好，能够激励我、引导我正确地做人做事，
做正确的事。 我所有的文字都是我真诚的心声，对生命、对亲
情、对爱情、对友情的思考，对家乡山山水水的热爱，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对事业执着的追求……走进文学，走进对美好
生活的珍惜，走进对未来的憧憬，这是对生命爱的宣言，我愿
用我这纯真的情怀，战栗的双手，敲击出我对人生的感悟，真
实地记录对生活的激情绽放，用生命的无悔和执着去装点滚
滚红尘的人生之路……”（见 《人在 “旅途”———百家作品精
选》一书）

以上文字已呈现出杜韦慰为人为文之道的基本概貌。
认识卢慧君，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后期。 那时我是

《安康日报》“党政法制”版的责任编辑，而她的先生就是经常
给我投稿的众多作者之一。 其间也编发过她的 “豆腐块”文
章，因是同姓的缘故，给她邮寄样报时会写几句鼓励的话语。
她的先生小吴成了我的文友。 那时，她们小两口在流水镇，一
个负责镇上的宣传报道工作，一个是镇上的农技员。 1999 年
的夏天，应小吴之邀，我约了傅世存和两个战友一起专程去
流水看望过他们。 此后，由于忙工作忙生活，中断了联系与来
往。 再此后，听说她们陆续调进了城，都有自己合适的工作岗
位，生活也安定下来，我们却有二十余年没有见面与联系了。

2021 年是《安康日报》创刊 70 周年，因疫情未举办庆祝
活动，只在报纸上开设了“我与《安康日报》共成长”的征文栏
目，就在 3 月 26 日的《安康日报·文化周末》一版上读到了卢
慧君写的《与〈安康日报〉同行，与梦想同在》的文章，她在文
中叙述了那个时代她的生存状态与文学之梦，讲述了我对她
的帮助与鼓励，使她因写作改善了工作环境，走上了文学之
路。 看来，“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这句话并非虚言。

(连载三十二）

高海平的画很有特色， 理论与实践并进，
好好画，多深入生活。 看陕北农家墙头上摆放
的花盆，悬挂的锄头、镰刀等都很自然，没有做
作，多深入生活、了解生活，生活是最美的，劳
动人民是最美的。

———刘文西（已故著名画家）

高海平的画具有浓厚的陕北气息，笔墨语
言生动、自然、有节奏，生活味强，好好画。

———陈忠志（西安美院教授）

高海平是个画画的好苗子，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

———陈子林（西安美院教授）

画画像跑步，不能太匀速，要有高低起伏
的变化。海平的画有味道，未来的路子很宽阔。

———茹桂（书法家，西安美院教授）

在高海平的画笔下，一种淡淡的绿，从黄
土高原的深处沁了出来。这绿不只是色彩的新
变，更是画家内心对于家乡土地的挚爱在萌生
中漫泛，由内心而浸润大地。 绿得深情却依然
苍莽。

———肖云儒（陕西省文联副主席）

海平是我的小老乡，他非常勤奋。 多年来
画了不少陕北及一些建筑写生。每幅写生既简
单，又生动，能把人带入生活中去。他的创作也
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蔡嘉励（中国美协会员）

画家高海平有很强的造型能力，也有一定
的生活底子。 祝贺他沿着这个路一直走下去。
你只有一个老师，这就是生活。 永远应当敬生
活如神明，从生活汲取营养汲取力量。

———高建群（著名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

艺海无涯，海平画陕北题材作品的味道很足。
———杨力舟（中国美协原副主席）

高海平在我的印象里， 他是一位勤奋、勤
恳、好学的好学生，对于艺术的学习及艺术实
践，他有着单纯、质朴而执着的追求与想法。我
想凭借勤奋、勤恳、好学，再加上新的机缘一定
会有长足的进步。

———王非（西安美院教授）

笔墨古厚，密中见苍；陕北风情，黄土气
象；大秦直道，华夏沧桑。

———陆震华（黄土画派首任秘书长）

高海平的山水画以从小生长的陕北黄土
高原为创作基地，将对家乡的情感融到焦墨山
水之中。笔墨随情恣肆，造型强烈原始，并以符
号化的“有意味的形式语言”，表现了自己熟悉
的景物，读后令人回味无穷。

———戴信军（西安美院教授）

海平的艺术是感性与理性高度一致的，一
方面来源于他的故乡情结，多表现家乡的窑洞
和沟峁山水；另一方面来源于他对陕北民间壁
画和石窟遗址的理论研究，形成了鲜明的艺术
特色。

———叶中锋（西安美院教授）

海平的作品外露筋骨，内蕴气象，经过十
多年的打磨，现在可以说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独

特面貌，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
作品能够更上一层楼。

———薛峰（博士，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

海平学兄，性敦良笃厚，待人以诚，颇有大
智若愚风范。 故其画意与人近，朴厚中见有苍
茫之态。 书画一途，贵能养气。 昔苦瓜和尚云：
“夫画， 天下变通之大发也， 山川形势之精英
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
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 ”

———刘天琪（博士，湖北美院教授）

海平长期扎根生活土壤，有厚实的艺术情
感基础，生活与艺术互为给养，产生出独特的
艺术风貌与精神境界。

———杨雨佳（榆林学院艺术学院院长）

高海平：理论与实践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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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人家黄土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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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平，1981 年生， 陕西省榆林市横山
区人。 2005 年西安美术学院本科毕业，获学
士学位；2014 年广西艺术学院研究生毕业，
获硕士学位；现于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攻
读博士学位。 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
会员，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
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书画艺
术中心特聘研究员， 西安中国画院特聘画
家、研究员，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刘文
西工作室专业画家。 著有《陕北村落彩绘考
察》《榆林印迹》《延安印象》《陕西古塔》《高

海平画集》等多种，曾获得“陕西美术奖”优
秀奖，“陕西文艺评论奖”评论奖。

为了绘写安康古塔，高海平多次到安康
写生， 他在写生的旅途上感受着安康的巨
变，把艺术的足迹留在了秦巴汉水间。 他画
了安康 14 座古塔， 作品收入 《陕西古塔写
生》一书。 他说安康民风淳朴，热情好客，早
在 2002 年第一次来安康， 就被眼前的青山
绿水和厚重的人文历史底蕴吸引，尤其是紫
阳山城石板街和美丽的瀛湖，触动他画了很
多速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