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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6 月 23 日，散文集《只此青绿》和《凝望霜红里的村庄》研讨会在恒口举办。 本次研讨会由安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安康市教育体育局、中共安康市恒口示范区工委主办，恒口示范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
散文集《只此青绿》的作者王娅莉，描绘了陕南乡村的山水田园，体现了对土地、生命的哲思。 《凝望霜红里的村庄》散文集作者唐玉梅记叙了乡情往事，表达了对乡村生活的眷恋。 两位作者均为初中教师，体现了教师在文
学创作上的不懈努力。 现摘录研讨会专家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文坛教苑两生辉
戴承元

王娅莉是大同初中的语文教师， 唐玉梅是汉滨高
中的英语教师，她俩都是书痴。 “书痴者，文必工。 ”2024
年 3 月，唐玉梅出版散文集《凝望霜红里的村庄》，４ 月，
王娅莉出版散文集《只此青绿》。 两部散文集的出版不
仅使安康文坛增添了新的佳作，更可喜的是，展示了安
康教苑教师专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果。 从教师专业发展
惠泽学生的角度讲，后者更有意义。

写作对教师而言，尤为重要。 无论是文学写作，论文
写作抑或是教育叙事，都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见证。 只有情
动于衷或理显于事才有写作的冲动，当你发之为文时，你
就向名师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我们要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技术手段的革新，教学方法的改革固然重要，但
其根本影响因子还是教师的人格风范和学识能力。 譬如
语文，学生最具创造性的语文能力，我以为是写作，而一
般来说，学生最头疼的就是作文。 是不是该问问我们是怎
样指导学生作文的，我们的语文老师有多少人善于写作？
不善写作的语文老师，他在讲析课文时就没有写作意识，
指导学生作文时也基本上是概念化的，浮光掠影式的。 你
不写作怎么指导学生写作， 你不写作怎么指导学生细读
品味文章？ 无论是大学老师，还是中小学老师，我都希望
将基本功下在读书上、写作上。 唯其如此，我们的课堂质
地才能真正提高，教育也才能高质量发展。

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就是重诗文， 因为诗文是有
“我”存在的文字。 谢有顺说：“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
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少了一个故事， 而是这个世界少了
一个 ‘我’； 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缺少语言， 而是缺少
‘我’的语言。 ”王娅莉、唐玉梅的散文都是有‘我’的文
字，情寄“青绿”，情凝“霜红”，堪称佳作。 分开来看，王
娅莉重情趣，唐玉梅偏理趣一些，王娅莉善描写，唐玉
梅更善叙述。 二水分流，各美其美。 若要找瑕疵，我认
为王娅莉的散文还不够安闲、冲淡，堂庑还不够阔大；
唐玉梅的散文是不是可以降低一下“我”的色彩浓度，
少一些直接议论。 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不一定
正确，而我是要向王娅莉、唐玉梅两位老师学习、致敬
的！

散文的艺术性和地域文化情怀
朱云

王娅莉、唐玉梅两位老师在做好教师本职工作的
同时 ，积极从事文艺创作 ，是安康教师作家的优秀代
表。 本文主要从艺术性和地域文化情怀两个角度分析
她们的散文集《只此青绿》和《凝望霜红里的村庄》。

评价任何文艺创作， 首先得分析其艺术水平，对
这两部散文集的评价也不例外。 就散文而言，一般可
从三个方面展开艺术水平分析 。 一是真实性 。 与小
说 、剧本可以虚构不同 ，散文的基本特征是写真人真
事，优秀的散文还需从真人真事的描绘中归纳和总结
出独到的艺术发现。 二是“形散神不散”。 “形散”指散
文内容要足够丰富 ，优秀的散文即使篇幅不长 ，也要
尽量在内容层面写得足够丰富 ；“神不散 ” 指在内容
足够丰富的同时 ，主题意蕴表达的集中性 ，对散文而
言， 内容太单薄不好， 内容丰富但主题混乱也不行。
三是语体性。优秀散文的语言选用和技巧运用要具有
特色 ，低一点的要求是表达准确 ；高一点的要求是不
仅表达要准确， 而且还要写得生动、 让人印象深刻；
最高的要求是不仅做到上面两点，还要能呈现作家的
创作个性。

以此衡量今天讨论的两部散文集，它们的总体艺
术水平是优秀的：两部散文集中的多数散文所写内容
不仅真切 ，而且有独到的艺术发现 ，语言表达既准确
又生动，如《只此青绿》对“兰涧书屋”的系列描写，《凝
望霜红里的村庄》对人情世故的细致描绘。

真正优秀的文艺创作不能仅仅追求艺术审美价
值，还要具备关注现实的情怀和文化担当意识。 对安
康文艺创作而言，这种担当表现在对安康历史和现实
的真实书写， 以及对安康区域文化精神的自觉挖掘。
以此作为衡量标准，两部散文集真实记录了安康乡村
的某些现实变迁，彰显了两位作者难能可贵的地域文
化关怀意识，但在对安康区域文化精神的自觉挖掘和
整理上，无论广度和强度都还可以做得更好。

真情感人的乡村叙事
李焕龙

唐玉梅的散文集《凝望霜红里的村庄》，因为倾情
乡村故事，写活了那山那水那人，成为好读耐读之书，
我们将其风格归入乡村叙事范畴， 并从中感受到向善
向上向美的文学力量。 其乡村叙事特点及功能，主要表
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亲情育人。 该散文集的最大成功，是写活了
一批乡村亲人，无论祖辈、父辈、同辈、晚辈，她之着笔，
在于故事， 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就将你写成什么样的人
物， 不用道德绑架， 无需形象塑造， 而让人物自行表
演。 这样，人物的优点或缺点，全凭留在乡村、留在亲情
中的故事成色， 不雕凿、不修饰，让每个人物因自由自
在而各具特色， 活灵活现， 并让人从中吸取成长的营
养。

其二是乡情养心。 作者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大学

毕业后回归乡村当教师，进城工作之后又经常重返乡村
去支教、采风、调研、走访，哪怕在城里遇到乡下来的门
卫她都感到格外亲切。 究其原因，是她的心中永远驻着
她的乡村、她的乡情。 尤其近年，父母已逝，乡村已是人
烟稀少的老人世界，她仍一次次回去走亲访友，甚至给
乡亲守灵。这种忠诚乡村的朴素情感，既是良心，也是爱
心，促使她在反观与反思中，更加真诚地用心热爱乡村、
用笔回报乡村。

其三是师情励志。 作者热爱乡村、关爱乡亲的情感
渊源，除了亲情的乳汁，乡情的甘露，便是师情的精神抚
育。 正是缘于对童年时期乡村老师的尊重与感恩，她才
能在大河中学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山民信任的好
老师，在支教、行善路上成为传播爱心的好老师，并在教
书育人中以文化人，写出了一篇篇乡村好故事，带出了
一批批写作好苗子。

乡音里的色彩美学表达
蒋典军

散文集《凝望霜红里的村庄》和《只此青绿》的作者
都能坚持当下“自然写作，历史叙述，故土情怀”的写作
趋势，凸显其写实性强这个特点。同时作者在洞察、探索
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环保意识，巧妙地将阅读的历史文
化知识与现代文学性结合起来，用有厚度的母语，诠释
乡村的时代价值。

王娅莉散文追忆故乡、审视故土现实，并将个人的
情感融于故乡山水体验中， 同时悟出诸多人生哲学思
考。写亲情、故土、风俗、异域风景，其语言简朴、凝练。将
乡情、生死考验、生活体验、家乡的苦难与自在等放在当
代背景下，用文学提纯了其中的色彩———青绿，体现其
现实主义比较传神的“半写实”写作，映照作者用一颗慈
善之心，感动更多现代人的灵魂。

作者用“青绿”这个乡村特有的色彩美学符号，较好
地满足了文学表达。 但需要注意，散文对大自然书写的
泛化，会导致像写植物志的手法出现，铺陈过多，会分散
作品的“魂”。 对大自然的关怀，也就少了社会与人性的
维度。 写亲情，欠宏观视野对人性的挖掘。

唐玉梅走出了曾经想挣脱的故乡， 站在村庄的远
方，回头凝望村庄，用一张情感的网，去打捞对村庄的割
舍。 从色彩美学角度审视秋冬的过渡色、特有色，像窑
变———霜红。 难得的自然或人生成熟的成色。 符合女性
写作的审美情趣，映照出新时代女性人生观、价值观、普
遍审美观的底色，与大自然的美契合。用“乡愁”治愈“乡
痛”，用“乡痛”唤醒村庄平静祥和。 作者笔下的故乡，种
啥长啥，种下文字就能长出声音。

作者对情感诉说，哲学思考，命运走向应少些“大命
题”，避免“过头”，留些空白，让文学性有舒缓的地带或
空间。

散文创作的意境美
侯红艳

20 世纪 80 年代， 德国人类学家扬·阿斯曼夫妇创
立的文化记忆理论强调记忆媒介，而文学作品的文本属
于一种典型的记忆媒介，在文学作品中作者通过文本来
记录个人或者社会记忆，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的共同体意
识。 在此从文化记忆理论角度分析两部作品的意境美：

一是对生命观照的深邃之美。书写生命，观照生命，
是创作者们一直以来都不断关注并付诸实践的聚焦点，
也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在两部作品中作者都通过个体
的记忆方式表达了对已故亲人的思念，也都在不同篇幅
中写到“清明”“祭祀”等，体现了作者自觉的生命意识和
对生死的哲学思考，营造出一种深邃之美，提升了文本
的精神厚度。 二是对自然描摹的灵性之美。 两部作品文
字占最多的是关于自然的摹写。两位作者对自然景象的
摹写细腻、生动、形象。 在《凝望霜红里的村庄》中“夜凉
如水，风清如梦”，语言简净、明洁，描摹生动、形象，艺术
体验感真实。《只此青绿》中对紫阳夜色、化龙山红叶、雪
色丹霞描写等。在自然描写中，两位作者都注重形象、意
境所显示的内在意蕴，强调句子本身的优美，在制造句
子的过程中折射出作者敏锐的审美感知力和文学表现
力。三是对乡土书写的诗意之美。散文被称“美文”，就是
因为它情感真挚、诗意盎然，具有浓郁的审美意境。 《只
此青绿》和《凝望霜红里的村庄》的作者都以女性温暖的
抒情笔调，巧妙选择了童年记忆中的物件、人事，在充满
温情的烟火中诗意地书写乡土，温暖淳朴、情味深长。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境界，则成
高格”，美的意境是散文创作者追求的至高境界。 在《只
此青绿》和《凝望霜红里的村庄》中，两位作者分别通过
对生命、对自然、对乡土的书写，为读者构建了独具个性
的意境美。

田园里的艺术气质
王晓云

今年参加了几个文学作品研讨会， 证明了安康
文学具有蓬勃的生机，不断产生好作品。 感谢市文联
和各地政府、文化机构对文艺、文学的重视。社会的发
展方方面面，而文化积淀需要更多人做出努力。 无论
单个文化人做出的成绩多么片面或微小，但最终凝聚

为地方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历史也将镌刻这些
难忘的作品 ，因而这次举行的研讨会 ，是具有价值的
文化活动。

《只此青绿》和《凝望霜红里的村庄》有个共同特
点，倾向于对乡村题材的表述。乡村题材虽常见，但每个
地方地域环境不一样，更需要地方文化人的表述。 比如
在新疆的李娟写了《我的阿勒泰》，大家一看就知道写的
新疆，完全不同于这两本散文作品表现的秦巴山区安康
的风貌。按照作家地理的概念，地方文化表述，具有地理
气质和价值。

我感觉《只此青绿》和《凝望霜红里的村庄》艺术特
点不同。 《只此青绿》意境与描述的事物比较冲淡，有种
田园牧歌的温暖和淡定， 很符合老师和知识女性的角
度，语言优美，情绪缓和，宁静美好。 而《凝望霜红的村
庄》艺术气质更加真挚直白，带有浓烈的情绪，让读者感
觉到作者的真挚爱憎。不同艺术呈现具有不同的艺术感
染效果，正像百花齐放的艺术精神，具有灿烂的艺术效
果。

《只此青绿》的山水田园具有哲思方面的探讨。 如
作者在《我和老家隔着的雨》中说：“从老家回来后，我一
直在怀疑生命的真实感，一种生活无疑是存在的，存留
的痕迹又如此单薄……在绿树白花的篱笆前，我们曾那
样轻易地挥手道别。 浪潮般的往事，我们如果不留下文
字，谁又能随时重温那片刻的记忆？”这也可看做作者王
娅莉老师对于整本书的说明和注脚。

《凝望霜红的村庄》中有篇《熬至滴水成珠》，作者
唐玉梅说：“我喜欢池莉的小说，因为她写的大多是百
姓家事 ，仿佛是身边的一面镜子 ，照出了市井里你我
琐碎的辛酸和那些平常的幸福。 ”唐玉梅老师也便是
这样 ，关注着生活里的热辣滚烫 ，有着浓烈的温度和
感人的率真。

很欣喜安康有了更多艺术作品， 涌现更多女作家，
但愿百花园盛开更多花朵，让文艺照亮生活的琐碎与抚
慰生活的遗憾与哀伤。 时光流逝，唯有美好的过往与回
忆浸润我们的人生！

穿梭于诗意的乡村
胡少山

唐玉梅的散文题材丰富，生活中的一花一景、一人
一事，皆可引发她无限的情思与遐想，显示了对自然、社
会、人生的细腻感知和真切体悟。 其中一系列描写花的
作品，意蕴丰厚，巧用象征，富含哲理性的思考尤其能引
起我们强烈的情感共鸣。

花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美丽存在， 自古以来就
被人们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凝望霜红里的村庄》
里的花不仅仅是一种自然景观，更是一种情感和哲思
的载体。 作家对花的描写和思考，展现了她对生命与
生活 、美与存在的深刻理解 。 《譬如紫薇 》中写到 ：紫
薇 ，以数千瓣蕊叶 ，挨挨挤挤 、密密匝匝地连成一片
海。 这样的紫薇花海，连接着城市与乡村，将移植、开
拓 、创造 、汗水 、智慧 、人类田园生活和城市生活有机
结合。 作者通过对紫薇花树的细致描写，传达了对自
然的赞美和对生命力的颂扬。在这里，紫薇成了青春、
生命、城乡结合的美好生活的象征。 在《疏枝横玉瘦》
中 ，作者巧妙地从独立 、坚毅的小学同学床头的一幅
素描梅花联想到自己身处满是梅花的江岸的感受：开
花是梅花自己的事情，落花也是梅花自己的事情。 梅
花拥有强大的内在力量和足够坚强意志来对抗俗世
的风雨。这里的梅花何尝不是一种面对苦难生活仍然
保持坚定风骨、端庄静美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的象
征？

王娅莉的《只此青绿》呈现的是当代散文创作中的
“地方风景”， 彰显她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独特现实关怀，
其中大部分篇章都与作者生活的安康有关，这其中蕴含
着她对自然美景、乡村生活和地方人文景观的细腻观察
和深切情感。 一是自然景观的细腻描绘。 《只此青绿》中
呈现的世界往往是以美丽的自然景观为背景甚至是书
写对象。 作者通过对这些乡村美景的诗意描绘，传达出
乡村的宁静和美丽。 二是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
诗意乡村的描绘不仅限于自然景观，还包括乡村的日常
生活。 描写景中含情，仿佛人在观景，人景交融。 作者将
自己对于安康山水的喜爱都寄托其中。三是地域人文景
观的展示。对诗意乡村的描绘也常常包含在对地域人文
景观的反映里。书中的一件件习俗、一段段方言、一个个
民间故事、一栋栋乡村建筑无不体现了富有文化底蕴的
独特地域人文景观。《我们的乡村中》关于农村喜宴的场
景，《乡村葬礼》关于乡村老人去世的丧葬习俗和精神传
统。 作者通过对乡村风俗细节的观察与书写，让读者看
到了一个丰富多彩、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乡村。 这里乡村
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文化的
体现和思考，它让我们能够在阅读中感受到乡村的独特
魅力和深远意义。

散文中的色彩叙事
谭诗民

《凝望霜红里的村庄》《只此青绿》 作者无论从书名
设计还是内容表达上，似乎都有将深刻的内容和丰富的
情感视觉化、形象化的倾向，色彩叙事的使用恰是这一
倾向的具体体现。

色彩在生活中逐渐被人类赋予丰富的象征意味。色
彩叙事作为文学作品一种表现手法， 服务于主题思想、

故事内容、创作背景，对人物塑造及丰富，感染力的凝结
与增强，都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两部作品中大量使
用色彩词汇，既刻画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画面，又表达
了作家强烈的思想感情， 取得了以色彩叙事的文学效
果，在色彩叙事的基调选择、节奏把握、时空营造、象征
意味等方面均有开创性贡献。

如果说“青绿”是陕南山水春夏之勃发的自然底色，
那么“霜红”则是陕南秋冬之收获的人文主色。 围绕在
“青绿”“霜红”周围无论是“李子树开了雪白的花”，还是
“墨绿色的叶子层层叠叠”，我们看到的都是宁静祥和与
温情柔美。 两部散文在写作中不是一泻千里或汪洋恣
肆，而是娓娓道来和徐徐展开，节奏把握上的缓慢与抒
情，拉近了我们与作者的距离，愿意用心倾听，有心接
近，尽心感受。

“青绿”与“霜红”既是四季轮换，也是生命轮回。 色
彩时空营造中一切那么快，又那么慢，那么近，又那么
远。“一种生活无疑是存在的”，但“我已全然生疏了”。那
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爱，关于勇气，关于美”依然是不
变的主题，因为“我每一缕细小的经脉里都流淌着故乡
的根输送的营养。 ”四季轮换中有周而复始，生命轮回中
有一脉相承，我们割舍不掉、抛掷不开的永远是乡亲、乡
音、乡情、乡愁与乡思。

文学在高处
李春芝

《凝望霜红里的村庄》和《只此新绿》是青年女作家
唐玉梅和王娅莉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多年来两位作家在
做好自己的教学工作之余，热衷于文学创作。 两人都以
饱满的感情和清新的文笔写下了一篇篇美文作品，除了
亲情、友情，还有一种让人为之感动的乡情，不仅提升了
自己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也让读者在阅读中，伫立中，仰
望中，感受到作家对文学的虔诚和崇敬。在这两本书中，
无论是抒情叙事，还是咏读故事，袒露心得，以小见大、
触物生情，每一篇都注入作者对故乡、故土的爱与对生
活的温情。 这是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地方，也是最能打动
人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命故事和人生感悟，
她们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去体验、去感悟生命的意义
和价值。 唐玉梅在《那一场年少时的大雪》中这样写道，
“小小的我， 被一种叫做拼搏的精神感染并突然意识到
来自我内心深处觉醒的力量。 它仿佛一束光，强烈地突
破那个一直以来自卑且平庸的我……”而王娅莉在《魂
归故土》一文中说，“我站在胡豆花旁，沉默了很久。蝴蝶
纷飞，花朵寂然。那个身穿军装的离开村庄的年轻人，那
个奄奄一息时回到老家的中年人，他怎么回顾了自己的
一生，又是以怎样的心情看着门前的青山绿水咽气？ 他
奋斗了一生，把一切物质都留给了城市，把灵魂依然还
给了家乡的土地。 ”

就其作品来看，文本风格和作家气质如一，唐玉梅
朴素、 真实，《却顾所来径》《陡彼南山》《灯火阑珊处》三
个小缉，便是作者的人生旅途的忠实呈现，更是作者心
性和品性的本真展现，也渗透着作者的人生感悟和文化
认知。对她来说，写作几乎全凭人生历练中生活的积累。
而王娅莉三年内连出两本书，每一本都可以看到她长足
的进步。她的文笔老道且稳定，不但可读性很强，思想性
也独树一帜。

霜红青绿色
胡钦文

唐玉梅的《凝望霜红里的村庄》与王娅莉的《只此青
绿》出版，安康散文再结新果。

两位作者的作品有共性特征。 其一，率性真诚不讳
饰。两位作者以记叙和抒情为主，兼及议论，书写人生不
同阶段的经历、四方见闻以及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 书
写过程中，她们“我手写我心”，对“我的世界”毫不讳饰。
其二，自觉或不自觉的女性意识。 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
描摹，对女性的日常情思的捕捉，对女性生活细节的记
录，让作品充满女性特质。 其三，絮语和随笔的文体特
征。两位作者的作品直抒胸臆、不加讳饰，近乎明末小品
文，呈现出“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美学特质。

共性特征之外， 两位作家的散文呈现出不同的风
格。

二位作者的文字背后，是两个丰盈生动又同中有异
的“自我形象”。 《凝望霜红里的村庄》一书的作者坚毅刚
强、率真质朴。 她对女性命运，尤其是乡村女性的命运，
怀揣同情与敬重。唐玉梅在《我的平底鞋情绪》中警醒年
轻女性，不要为了迎合男性的审美而付出经济和健康的
双重代价。 其散文中生动鲜活地建构出一系列积极、独
立、自强的女性形象。 《只此青绿》第二辑和第三辑的游
记内容中，作者的自我形象也很突出。这两辑中，作者提
到的书名、电影名有 30 部左右，书籍涵括文艺作品、人
物传记、 史书、 哲学等多个门类。 相较于热辣浓郁的
“红”，这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细腻、温婉、知性，充满好
奇和求知欲。

除此之外，在语言、结构、审美意境等方面，两部作
品均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质。

《凝望霜红里的村庄》《只此青绿》 是安康这片土地
上生长出来的散文作品，是安康散文的重要收获。 在书
写安康的同时，一“红”一“绿”，展现出安康散文作家不
同的风采和姿态。 作为读者我十分有幸。 希望有更多的
读者阅读这两本充满真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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