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观 07文化周末 ２０24 年 8 月 16 日 编校 张妍 组版 刘永涛

编者按：8 月 12 日，由省作协主办的《紫阳文化丛书》研讨交流暨基层文学调研座谈会在紫阳县召开。 省作协、市文联、紫阳县相关领导出席会
议，省市知名作家、评论家、编辑，结合丰富的文本分析示例，从不同角度对《紫阳文化丛书》八部作品进行了分析研讨。 现摘登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故乡书写，自鲁迅《故乡》
发表之后喷薄而出， 无论量与质均蔚然成为 20 世
纪中国乡土文学的现象级大观 。 比如 1922 年至
1929 年国内有 300 余篇关于故乡的文章， 新时期
新媒介之后更是呈几何级爆炸性增长。我猜现在才
是故乡书写的巅峰，也许一个县、一个市一年乡土
体裁创作的量都远超过去十年之总和。文学史叙述
中，中国的乡土文学之所以被赋予写作题材、写作
目的和写作方法等多重开辟的重要义涵，具有“写
乡土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和“以乡土作为切入点深
入中国社会内部”等方面的价值丰富性，正在于故
乡书写对每一个作家起步的必然性，和对民族文学
奋发强大立于世界之林的必要性。 回顾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故乡书写迅速成为中国文学现象级的写
作思潮，过往的作家作品对乡土文学的产生和走向
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可知晓研究现代作家的
故乡书写是乡土文学研究的一个绝佳的突破口，并
且乡土文学的源头正是故乡书写，写好故乡是成为
作家的第一步，也是当代文学及其时代性的核心使
命。 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能奢侈地坐在一起探讨
紫阳作家新近成果的动因。我的发言主要有以下三
点：

首先，传统的故乡书写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故
乡的拟物化；二是故乡的拟人化。 比如台湾现代诗
人舒兰的《乡色酒》、席慕蓉的《乡愁》和王维“寒梅
著花未”杜甫的“月是故乡明”均把故乡做拟物化处
理。另外大诗人李白和台湾诗人洛夫各有很多把故
乡拟人化处理的好诗。如果古典中国作为一个典型
的农业文明大国，故乡、故土是文化人记忆中不变
的集体无意识，已沉淀为文化乡愁和中国文学的情
感纽带，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原型意义和象征性。 那
么这种文化意识和对故乡的族群记忆从 20 世纪
20 年代始至 80 年代遭受系统性的颠覆与超越，作
为现代化裂变之必然，当代人的故乡观发生彻底改
变。然而如何继承现代文学中的故乡遗产并提升当
代文学之故乡书写仍然是每一个作家无可回避的

责任和使命，这已然含括呈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
中国当代国民人格与心路变迁史。 总体而言，20 世
纪现代文学的故乡书写有三种不同的艺术范式，即
怨乡型、哀乡型、恋乡型，新时期以降的当代作家通
过摒弃拟物化的故乡叙述模式和对拟人化故乡修
辞的突破与重塑完成故乡书写的现代转型。但我们
已然能从曾经的经典中获取养分，比如鲁迅的《故
乡》《祝福》，周作人、废名、萧红、沈从文等的代表性
作家及其乡土小说原典。

其次，故乡是一个承载生命情感的地理容器，
是通往家国史的秘密基地 ， 是我们回不去的记
忆。 对一个人故乡是具象的，于所有人的故乡又
是抽象的 ， 故乡书写既是对人类集体记忆的追
溯，又将个体唯一性在文本铺设中建立 。 我想这
才是作家热衷于故乡书写的不悖天命 ，和故乡题
材长盛不衰的终极性原因。 相较而言现代作家笔
下的故乡书写同古代相比，最具颠覆性的表现在
于 ，对拟人化故乡 、拟物化故乡的双重否定和摒
弃 ，比如把对故土的柔情 、赤子般的依恋和盼归
变成一种决绝的反叛与逃离。 陕西文学中 ，典型
的如陕南贾平凹先生的散文 《商州 》系列对商洛
地域痛彻的反思 、回味 ，陕北诗人阎安先生首部
诗集 《与蜘蛛同在的大地 》中浩浩乎不平的出离
姿态 ，以及关中作家陈忠实以 《白鹿原 》对故乡 、
民族和家国所做出的历史性“大清算”。 他们对故
乡的文学情感和文化立场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怨
乡、 哀乡与恋乡错综交织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并
客观地构成陕西当代文学在故乡书写上的艺术高
度和代际基础，也为文学史叙事提供了资粮。

最后， 我试着谈谈紫阳作家群近作在故乡书
写层级的文学独特性和开拓性贡献。 其一 ，诗人
玩偶的 《失神引 》多么 “冒险 ”，他不事分辑 ，好似
整本诗集就是他的完整生命，是已被他安顿过的
整个肉身，供谵妄者随意地观望、剃度、卸载。 事
实上唐凯的诗歌语言质地典雅轻盈纹理 ，总能恰
如其分地突显他心与思的曲折蜿蜒，也能在故乡

意象的采集与分解中表达他生在人间的疏淡与狂
狷，或许他真正想做的不是玩偶，而是一个可以好
透也可以坏彻底的 “冒险者 ”！ 其次诗人胡坪的
《深蓝 》诚诚恳恳 、严禁布局 ，从十数年的一千多
首诗作中精选二百， 可见其代表性和重量。 以主
题凝聚分化排布的“故土守望”“感念岁月”和“玫
瑰之刺” 小辑无疑充分显露出诗人胡坪与紫阳这
片地域血肉难分的浓郁情义，且在“我思我在 ”中
得到升华舒展。 其三相较来说， 诗人陕南瘦竹的
诗写得扎实、厚重，诗文中几乎遍及陕南的人间风
味， 诗集 《心灵演奏》 更是写尽了紫阳的自然万
象、故乡四季、亲人朋友，以真实亦真挚的笔触表
达出他对这片热土无边无际的爱恋。 其四， 作家
周平松的《瓦房店记》以散文诗的笔触惟妙惟肖地
讲述了这个时代的陕南， 从容在情与思之外无限
细致地记叙关于紫阳地域的文化灿烂， 他文笔隽
永 、史料充实 ，立论或针砭时弊 、或烛幽探微 ，或
托物言志， 总之周平松以一个现代作家广博无际
的智识、学识和见识保证了他文章的质量与美感。

此外， 紫阳作家群对乡土世界的书写超越于
古典方式的拟人拟物化传承， 拒绝单向化地仅仅
将故乡作为文化乌托邦的永恒“乡愁 ”，进而颠覆
性地重塑自鲁迅等现代作家一路瓦解的 “游子归
乡”式的母题传统，比如周平松的《瓦房店记》、陕
南瘦竹的《心灵演奏》选择将故乡隐为一种遥远的
时代布景，以强化诗的当代性和现代韵致；唐凯的
《失神引》、胡坪的《深蓝》则以一种生机勃勃的破
坏力， 把故乡替换为一种时空概念、 一片生命情
绪、或一种文学志愿和族群理想。总之紫阳作家们
的 “故乡书写 ”不仅实现了 “紫阳 ”作为客观存在
物与精神意念的文学性结合， 更衍生出一种包括
时代性、地域性和历史性的文化学概念，一种人间
地理的现代修辞机制 。 其作品成功寄寓现代人
对民族精神过往的醒省期盼 ，也包孕我们未来
不熄的冉冉愿望 。

（作者系商洛学院讲师）

紫阳在陕西是一个独特的地理， 也是具有独特个性的存
在，它兼具巴山蜀水的特色和辽阔的高原气质，但无论如何，这
里的历史和文化沉淀是深厚的，迷人的。 近来读了紫阳这片山
川诞生的诗人和散文家们的作品，就能强烈感受到浓郁的“乡
土文化”的冲击，体现在表现对象、内客主旨和精神趣味等诸多
方面，由此也能引发出在新时期现代语境下，关于“乡村”的诗
性和艺术书写，其价值取向和审美问题。 无疑，生活在紫阳的文
化人，尤其是诗人和散文家，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努力，是显
著的，浓郁的浪漫情怀，鲜亮的文化底色和舍割不了的乡土之
根，成就了紫阳乡土文学文化场域的兴盛。

我在读了紫阳诗人钟长江、叶松铖、张斌及相关的作品
后，感觉他们的文字，流淌着朴实和真诚，无一例外，家乡泥
土和河水的香气，山川的雾，明暗闪现里的人影 ，起伏的号
声，平静的叙述中灵动的思想，让我印象深刻。 当然，他们的
视野并不是局限的，虽身在紫阳山水之间，也周游天下，在异
乡抒发特殊的情感。 所以，紫阳的乡土文字已呈现多维、更广
域的文化辐射，面向更广阔的空间、兼容天下的写作趋势。 毕
竟一山一水阻止不了他们的脚步，更难让他们满足于家乡自
然的庇护， 但又自觉于内心将外部世界的所见与乡土比较，
当然这种比较总有不变的答案的， 那就是家乡总是最美、最
温馨的，而且在他们的诗中，家乡总绕不过去，它或隐或现但
一直存在。

钟长江的乡土诗歌显然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怀旧和愁
绪的书写，更多一种大气和明亮。 他的诗集《时间深处》，他是
把“乡愁”放到抽象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展开的 ，过往和如
今，时间的浅表及深处，诗人作为时间的“载体”，就可能产生
含混的时空交错感，诗集中第一辑“倾听岁月”主要是时间的
叙述，空间是敞开的、没有特定边界的，比如“立秋”和“白露”
让我们想到的是宇宙的时间， 其空间只是内心的一个存在；
第二辑《疏影屐痕》则主要是空间的叙述，通过对一系列空间
地理位置的感性审美，把握内在的生命旅程，如“双溪寺”“黑
龙洞”“茯茶镇”等“空间”的标识和具象呈现，它们不仅属于
地理的，也属于历史、文化、思想的，是一种精神空间。 这本诗
集，没有收入过往艰苦岁月的点滴记忆，也没有新旧生活变
化的叹喟，既有编辑丛书方面总体因素，我相信与诗人的审
美态度和方式也是相关的。 钟长江的诗歌总体上是诚恳的，
语言朴实中闪烁着灵韵，他的文字也是成熟的，所表达的内
在经验虽没有很多惊人的发现， 但仍很认真地追求突破，如
《古镇流韵》中：“炊烟是倒淌的泪/蓝瓦瓦的天幕上/原上草咳
出一粒粒的思念和疼痛”， 同时由于他的诗歌技艺方面的纯
熟，在多维散裂意象组合上，让每一首诗都能抵达完整，总体
上也都是个性表达。 诗人是忠于内心、也是忠于自己的，我相
信他在诗中流露的情感是真切的，经由个体生命求真意志濯
洗的诗，是任何写作技巧所不能替代的，因为人生总有某个
特殊阶段或事件深深影响过命运， 成为历史的疮疤和隐痛，
也就可能在书写中，获得一种深刻体验。

叶松铖的散文诗令我耳目一新，他的诗集《时间的露水
打湿了叶子》流露出禅意的哲思，尤其是第一辑《世俗哲学》
中的文字，是对时间、空间参透后顿悟或智慧的析出，其哲思
本身也早已超越了题材所涉具象，比如《木质的椅子 》中的
“椅子”，诗人完全是从另个境界观察它的“木质”。 我一向认为，散文诗这一体裁是很
难把控好的，它的灵魂仍是内在诗意，文句自然形成的韵味。 散文诗更着重于整体的
诗性表达，而不拘泥于孤立的句子或词，一定意义上，散文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较诗
歌更清晰的或明确的内蕴，首先是他借这一文体，注入哲学性的埋设和思考，正是散
文诗叙述上的一点便利，而更好地从单一炼意造句中，从容大度地铺展开来，走向更
深邃又多维整体的结构治理，不是通过句子和词，而是经由一段或一片文字表达其
关联性和核心思想内容的突出，表达的也是整体凝结之力，体现的是更为开阔和自
由状态。 如《恋语》中：“看麦子站立的姿态，是否还像我们的内心一样饱满！ ”，再如
《悲悯》中：“很多年以后，一粒胚芽会长成一道风景”。 他的《过往》（组章）可以说是对
生命的思索和反省，因而也是很扎实可靠的文字，散文诗这一体裁既为诗人从沉重
呆板的现实生活中脱将出来，又不会陷进想象力和幻觉的陷阱，流畅又转折的话语
组合，反而成了诗人准确表达生命体验复杂性的合适工具。 我更关注他有关乡土的
写作，在他《紫阳与一个道人的传说》中，诗人借“道人”张伯端在紫阳面壁修炼的意象，
烘托出了一个“神性的紫阳”，这首诗写得很开阔，从精神层面写乡土，摆脱现实地理的
“实用性”，大概也是散文诗与散文的一个分水岭。 诗人很善于以“组章”的形式，展开一
个主题更丰润多截面的肌质，如《清明抒怀》8 首，正是诗人借此特殊日子对“乡土”的抒
情：“一滴泪在春天流下来，绚烂了正在复苏的时令”，“仪式简化了，柴扉中升腾起世俗
的光景”。 《倒计时》（组章）是诗人对“时光”的宇空观的思考，叶松铖诗中很多“不可言
说”的表白和意象堆砌，呈现出事物在时间静流中非理性的神秘，如诗中：“此时，嘀嗒声
划过思想的荧屏，宛如一把锋利的小刀，触动了肌肤的表面，于是一线深红慢慢渗出”
等，表明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神性的物象，这种神秘，更多的也在于时间与历史久远所
沉淀下来的神秘性，反映在诗歌当中就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诗性力量。

张斌的散文则是另一种乡土书写，他写的很多文章，反映的是他的另一个故乡：
新疆。 但紫阳是他的故乡，而他的童年和青涩岁月，又留在了戈壁滩上。 所以我们读
到了在这两个故乡之间横跳的一种情感状态，他更属于哪里？ 也许是他终身不能回
答的问题。 所以当我刚读完《酸味辣味酸辣味》写安康小吃的文字，下一篇又读到了
《戈壁滩上的炊烟》，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讲，童年的经历可能对于一个人文艺方面的
影响更大。 所以我也从他回忆童年时光，在新疆的生活场景，感情更为细腻浓郁，也
更感人，如他写炊烟的一段文字：“有风，风吹着它，变得弯弯曲曲，像一条曲曲折折
的山路，自己扶着自己努力地向上攀登”，回到老家紫阳的他，已是一个少年，所以两
地情感的纠结，本身也是个创作“资源”，很多文章，便是两地风光和生活的比对和冲
撞，如《谁在崇山峻岭间翱翔》，就是对已身在大山区的他怀想骑马奔腾的日子。 张斌
的散文，史料翔实，考据性强，且文中所列举的史实和故事，有极强的镇定感和说服
力。 他对事实的筛选是精准的，文中“抒情”的部分很克制，用具象和现实的自然流
淌，不经意间感人———往往更深远地感动读者。 如《北疆的老屋》，有声有色，一点点
把读者代入，贴近了那个有矮小羊圈的老房子。 张斌散文对文字叙述的总体把控力
极好，而且从文中也看不到他刻意雕琢的痕迹，他对故事的叙述有十足的自信，源自
所讲皆是事实，没有故作编造和无端想象，这大概正是散文的魅力。 散文和散文诗的
最大分别，前者言实，而后者言虚。 《祖父从档案中爬起来》这篇散文，记叙了一个家
族的故事，情节复杂曲折。 通过散文《深山觅古建》《别有洞天盘厢河》《古镇双桥》《木
兰峡》等，对陕南一带闻名的风光有了确切了解，不只是地理风光的，因为作者深情
的文字，也读到了一种精神，或山河的壮美，这种空间的“美”，在一瞬间所呈现出来
的审美特征，对于这些景象所承载的历史分不开的，一座桥，或一条河，也是久远时
间的象征，他们还在缓慢地变化当中，我们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历史也在瞬息万变，所
以这些散文也让我们对“乡土文字”所能起到地对时间的美学思考，有很大的意义。

紫阳是个迷人的地方，而活跃在这片山川的诗人和散文家们，使得它更为迷人。
紫阳同样不可能置迅速发展大潮之外，它势必也要找到自己变革的定位，以及新时
代的美学呈现方式。 当然乡土写作作又是一个复杂的命题，而乡愁是要留存下来的，
如果我们能够提供新的坐标和视野，作出新的思考和写作尝试，大胆去打开那些既
熟悉又陌生的题材领域。

（作者系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感谢紫阳县政府对作家的扶持，一次出版了八
本书，我很是兴奋和喜悦。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
来， 紫阳县政府在对作家的扶持上所做的最出色、
最漂亮的一件事。 在这套丛书里，我看到了叶松成
兄弟、钟长江、陈平军、张斌、胡坪、玩偶、周平松这
些老朋友的名字。八部作品，诗歌居多，其次是散文
短章。 紫阳是个民歌密集的县份，现在民歌 4 千多
首，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常想，汉江横穿紫阳
全境，汉江又是产生《诗经》重要篇章的一方圣土，
由此上溯两千年，我们的祖宗可能就是诗经的原始
作者之一，哼着民歌在汉江两岸生产劳动，繁衍生
息，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我们。在这方土地上，出现很
多诗人和歌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包括在这里工
作过的县令张志超，陈仅都是出色的诗人。 陈仅的
《竹林问答》是清代最有影响的八家诗论之一。如果
紫阳不出诗人，不出歌手，那就愧对汉江，愧对祖
宗。我身边的关中朋友总是说，在安康，紫阳人最具
有艺术气质。乐观旷达，从容通透。这是祖宗遗传下
来的生物密码和艺术基因，也是馈赠给紫阳人的生
存智慧。

可能有人会认为，别说紫阳出了八本书，连同
那些民歌，汉剧，及其他类别的文艺作品，并不能增
加紫阳的 GDP。 看起来是一句实话，其实是一种错
误的认知。固然，任何类别的文艺作品，要让它直接
进入经济核算体系是不可能的，这恰恰反映出了文
化的特质。 它是精神领域的东西，是润物细无声的
无形渗透，不可能达到立竿见影，吹糠见米的效果。
所以，用经济产出的方式去衡量文化产品，它必须

完成文化产业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比较复杂。 如
果有认知偏差， 它会忽视文学艺术的内在力量，从
而导致重经济而轻文化的现象，这就成为文化发展
的阻力。

从精神产品的角度看，紫阳出版的八部系列丛
书， 基本反映了紫阳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综合水平，
但并不一定是最高水平。 因为对于作者个人而言，
这种作品结集，并不能表明这是作者最高水平的结
集，而是一个阶段的结集。会有质量上的参差不齐。
总体上，我依然能从每个人的作品发现精彩的章节
和句子，发现他们的思想和灵魂的闪光，看到他们
文学想象力的飞翔姿态。 在这八人身后，还有大量
的写作者和爱好者，他们通过文学来表达对紫阳这
片土地的依恋和热爱， 来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并
守护精神家园的纯洁性和完整性，使他们保持善良
友爱，崇仁尚义的做人品格，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
文明社会风尚。 就是这批人，恰恰是对外宣传紫阳
的一股重要力量。我们经常会遇到，在某个饭局上，
在某个闲聊的场合， 一群人在谈论文学经典的同
时，也在谈钟长江的诗歌，叶松成的散文与评论，还
有一些人在唱民歌， 这便是紫阳人民的一种幸福，
一种美好。 因为这是一种健康的精神生活，是文明
社会的日常状态。 它体现着文化的魅力，维系着社
会的稳定与和谐，这不是经济效益能够衡量的。

从文化自信的角度看，一个县域的文学创作氛
围与这个县域的文化自信也是息息相关的。我个人
理解，我们通常所说的"坚定文化自信"，是基于华
夏五千年璀璨的华夏文明，特别是傲立于世界民族

文化之林的优秀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国家和民族层
面上的文化自信。 但是就区域文化来讲，如果缩小
到一个县，一个市的地方文化，我们需要来自灵魂
深处的追问：与全省兄弟市相比，包括紫阳在内的
安康各县的历史文化并不厚重，地下的历史积存和
地上的历史文物非常薄弱，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
我们的地方文化自信从何而来？我们要怎样建立自
己的文化自信？ 我们进一步追问：如果一个公民的
自身文化基础薄弱，缺乏基本的文化修养，又不注
重学习和进步，他又怎样建立个人的文化自信？ 如
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
者，如果空喊文化自信，便是一种没有底气的盲目
的自信，也是没有尊重文化历史逻辑的自信。

接下来我们追寻答案。话题又回到“紫阳八书”
上。 在区域文化方面，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地方文化
自信，要让“文化自信”四个字变有底气，有实力，路
径有多条，但最重要的条路径是：以“紫阳八书”为
起点，以省作协对口帮扶为契机，充分利用高平台
上的文学资源， 着力建设紫阳的文学创作队伍，提
高整体实力，增强先进文化的创造力，特别是高质
量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能力，推动本县文艺创作
全面走向新高度。要让紫阳人民从本地的文化发展
中真正感受到，认识到：紫阳人民没有精神的荒漠，
而是一片绿洲。 紫阳人是有文化的，是有文化自觉
的，是会搞文化建设的，是有强烈的文化自信心的。
这样的人民，一定是幸福的人民。这样的紫阳，一定
是美好的紫阳。

（作者系市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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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文化层面看《紫阳文化丛书》
李春平

构建乡村书写的当代叙事和传播方式
张军朝

风来厚朴香
熊英琴

《紫阳文化丛书》八部作品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情结，自古以来
就是文人墨客笔下常常描写的主题。在中国当代文
学中，特别是陕西文学中，对乡村，对故乡的描写占
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与陕西作家群大多数人的成长
经历是分不开的。

如今， 许多原来出生在农村的作家大都工作、
生活在城市中，但对乡村生活的体验仍是他们创作
的主要源泉。 打拼在城市的人，似乎总有一种“浮
萍”一样的感觉，总觉得无法把根深扎进城市的土
壤中。 于是，怀念曾经的故乡成为许多人割舍不下
的情结。

那些众多描写乡愁的文章，一方面在唤起我们
曾经的记忆，呼唤乡村纯真质朴之美，同时也有一
种排解情绪的倾向。 还有一些作品，似乎认为曾经
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包括那些贫困潦倒的日子和磨
难。

我们都曾经历过那个时代，知道那是多么令人
痛苦难熬的日子。 如今我们回忆那些时光，要把呼
唤纯真善美与曾经的困苦痛楚区分开来，写出历史
前进的足音，与时代同步。如今的乡村是什么样子？
乡村振兴又面临着哪些挑战？在城市与乡村的角色
转换中，如今的乡亲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这
些，都需要作家沉下身子，像柳青曾经那样，深入体
验乡村生活。 只有感悟透了，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

的作品。
关于我拿到的这两本集子，《时间的露水打湿

了叶子》这本散文诗集，语言优美，短小隽永，既有
对生活、对生命的思考，也有对时光、对空间的感
悟，情感细腻，富有哲理。

我们说文学要有文学化的语言。什么是文学化
的语言？我的理解是，文学语言是形象化的语言，是
能让人产生联想与共鸣的语言，是美得让人不忍放
下的语言。就是直白，也饱含丰富的想象。这样的语
言在这本散文诗集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如：“在灵魂
的高度上，没有谁能找到标尺的刻度。”“嚼着青涩，
在天空下，我们把日子捏来捏去！ ”

作者叶松铖对日常生活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
感悟力，身边的一点一滴都能触发诗情画意，同时
能用优美的形象化的文字记录和呈现出来。紫阳的
山、紫阳的水、紫阳的茶、紫阳的人，作者把对这方
土地的热爱融到诗情画意的描述中，凝结出散发着
瓜果般清香的篇章。如作者在关于紫阳民歌的描述
中这样写道：“这些天籁的调子，早已化作清新的空
气，飘到哪里，哪里就能生长欢快的旋律。 ”关于紫
阳茶，作者这样描述：“山南芬芳的味道，从崔巍的
屋脊飘起，袅袅如岚，青瓷茶盅，鹅黄灵动，馥郁缠
绵。 ”这样如诗如画，如梦似幻的语言不仅美，而且
常常令人心动不已。

《心语与谁》 是一本关于陈平军先生散文诗评
鉴的评论集。看到大家对陈平军出版的四部散文诗
集的评价， 一下子勾起了我想深入阅读的兴趣，特
别是评论的人中，还有我熟识的朋友。 于是上网搜
了一下，果然搜到了《家谱记》中的一些篇章。 关于
紫阳的风土人情扑面而来，质朴、纯真，充满着对对
茶乡、山水、对亲人的爱。

两位作家一个长于抒情，一个善于叙事，从他
们的文字中，能深刻感受到紫阳这块土地上深厚的
文化情结和源远流长的文脉。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
并不是只体现在有多少文物古迹、文化地标、文化
设施上， 更体现在一群执着热爱着这里的文化、热
爱着这里的山水、传承着文化的人身上。 一旦这些
人形成了群体，就有了示范效应，有了群众性，必将
对这块土地文脉的涵养、文化现象的形成起到巨大
作用。 紫阳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说到建议，我想的是，作为当代作家，我们就要
思考文学的当代命题，比如如何让这些优美的文字
更为广泛地传播， 更好地为现在的年轻一代所看
到、所接受，如何利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传
播形式， 找到与当代读者相契合的叙事和传播形
式。

（作者系陕西日报社科教文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