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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路上要结伴同行

在众多的文艺创作中，文

学创作是比较独特的一类。像

歌曲、舞蹈、影视等这些文艺

作品可以集体创作。文学创作

绝大多数是个人行为，实在是

一件很孤独、很痛苦、很艰辛

的事情。我当初与人一起创办

《九龙文学报》时，专程到长沙

请谢璞、李元洛等文学名家题

词 。其 他 老 师 都 是 鼓 励 的 话

句，唯有李元洛老师的题词很

特别，就一句话，“文学之路很

艰辛”。当时感觉没什么，经过

几十年的磨砺，我才深谙其中

三味。

这些年来，夜深人静之时，

或在窗下挑灯夜书，或在枕上

抱书入眠，总是在与古人对话、

与传统观念对决、为社会弊病

把脉……仿佛孤身一人在茫茫

无尽头的旅途跋涉，孤独寂寞

冷。所以我觉得，文学路上需要

结伴同行。记得十几年前，我和

外地的二十多名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者，相约于 QQ 群。

虽然大家素未谋面，有的甚至现在还没加好友，但大家相

互鼓励，一路前行。当初的二十多人，如今有十几个人加

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作协，就是一个让我们在文学路上结

伴同行的组织。希望真心想在文学路上走下去的人，多参

加作协的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

文学创作要突破自我

著名画家贺天健先生说过，艺术家的成长就像蚕，吃

桑叶、吐丝、结茧，但是需要咬破茧才能变成飞蛾，才可能

有突破、有第二次生命；如果一直在蚕茧里面，你的艺术

就完了。我觉得，文学创作同样如此。文学创作的过程，就

是不断突破自我、不断成就新我的过程，永远不要停滞在

自己已有的模式上。

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差不多每隔两年左右，我就感

觉写不下去了，写来写去总是不满意，因为无论是内容还

是结构都没有新意，没有出彩的地方。为此我经常不断尝

试，不停摸索，直到突破了固有思维，找到了新意，才开始

另一个阶段的写作。

去年 7 月份，我在湖南作家网上看到《〈芙蓉〉第三届

湖南旅游发展大会衡阳专辑》征稿启事，便想写篇文章参

与一下。但是具体写什么，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提到

旅发大会，大家便会想到山水名胜。我以前经常写山水散

文，知道这类文章很难出彩，即使写出来也不一定被刊物

采用。于是我另辟蹊径，选择鲜鱼米粉、南岳素菜、绿豆粑

粑这三种衡阳的美食作为写作内容。文章写好、修改后发

到指定邮箱，一直没有回音，认为落选了。但我觉得很正

常，天底下文章写得好的人多了去了，当以平常心待之。

刚好上个月有个编辑向我约稿，便把这篇文章给了她。她

看后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没想到的是，前些日子，《芙

蓉》的工作人员联系我，说那篇文章被《芙蓉·衡阳专辑》

采用了，准备发稿费、寄样刊。害得我赶紧向约稿的编辑

发信息，请求撤稿，一个劲地赔不是。

突破自我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要敢于向更高级别的

报刊投稿。我个人有纸刊情结，觉得文章写出来就应该在

刊物上发表出来。也许这种观念在纸刊式微、移动优先、

流量为王的新媒体时代有点落伍了。

文学作品要精益求精

文章千古事，马虎不得。

写文章，要爱惜语言，力求精益求精。从事写作这些年

来，我认识了全国各地很多文朋诗友，其中一些朋友特别爱

惜羽毛，对自己的文章一再修改，在投稿前还请朋友为其把

关，那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钦佩。有的朋友认为自己写

的文章完美无瑕，不管好坏，写好后就投稿；有的朋友认为

反正有编辑把关，错几个字无所谓。其实这些自以为是的想

法是错误的。我听一位朋友说，某杂志编辑部对有错别字、

病句、逻辑错误的来稿，只有一个处理结果——“枪毙”。

写文章，还要在立意和选题上精益求精，避免“踩雷”。

在写作时要少写消极颓废的，多写积极向上的。我前几年一

直在写“生态散文”。我在写作时虽然也有对环境保护的反

思，更多的还是用文字来表现自然环境的美。前年，我开始

写非遗系列散文，其中写隆回滩头年画的《守护》在《创作》

发表，写邵东车马灯的《闹春》在《莫愁·小作家》发表，写豆

腐传统制作技艺的《豆腐酿》、写城步山歌的《杉王树下》在

《人民日报》发表，还有几篇待字闺中，等着出嫁。在我看来，

文学的尽头是生活。比文学更重要的是生活，开开心心过好

每一天，才有心情去创作。我们可以用文学灯盏照亮生活现

场，也可以用生活的点点滴滴滋润我们的文字。

我一直是在新闻和文学边缘游走的人……爱好文

学，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文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

有朋友祝贺我。我说，我也算一个励志的典型吧。我可以

负责任地对人说，像我张亦斌这样把文章写得那么烂的

人都可以加入中国作协，你为什么不可以啊！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多写、多发精品力作，走出一条

属于你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

（张亦斌，邵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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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诗歌殿堂的门外汉，对诗人甚是羡慕。我较

早一段时间写散文，中间一段时间从事公文写作，近

一年来开始学写小说。30 多年前我写过几首不像诗

歌的诗后，再没写过诗，也一直不懂诗歌。但偶尔读

读诗，解解馋，虽似懂非懂，也乐在其中。我认为，诗

文都是相通的。所谓“诗言志”“文达情”，只不过表达

思想感情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

我对唐志平主席领导的邵东市作协仰慕已久，

入会的想法早就有过。去年 6 月 29 日，在朋友的带领

下，还不是会员的我厚着脸皮参加了邵东市作协举

办的邓润寅小说集《一屋月光满》品读会。唐志平完

全把我作为会员，给予同等待遇，我很感动。两个月

前，我正式提出入会申请。前几天，终于应邀到作协

办公室办理会员证。唐志平还送我很多书报，包括他

新近出版的诗集《生命的舞蹈》。

回家后，我捧起《生命的舞蹈》读起来。我不懂

写诗的技巧，更不会写诗，但相信在这里谈一点点

初读诗集的感受，大家也会包涵。“作文先做人，写

作必写情。”这是我参加《一屋月光满》品读会后在

朋友圈分享的两句话，今天用来做读后感的标题，

用以表达我的敬意。

唐志平的诗集中有“眷眷亲情”“绵绵乡情”等 6

辑。他的诗，充满对生活的热情、对工作的激情、对家

人的深情、对朋友的盛情……从头至尾流露出真情

实感。

因为追求真善美，所以对生活时刻充满热情。艺

术源于生活，写作根植土地。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

自己的真情实感，是对写作者最基本的要求。唐志平

《风雪夜归人》最后几句：“雪花飘飘扬扬/脚步深深

浅浅/雪地里走出错综的诗行/迎着风雪一头撞进温

暖的柴门。”《好大一场雪》中的几句：“打雪仗岂止是

孩提的游戏/瞧男女老少在雪地里疯狂嬉闹/刚堆的

雪人脸上也挂着笑。”冰雪是冷的，人心是热的。还有

《广场舞》《徘徊在城市的边缘》等，无不闪烁着真善

美的光芒，无不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

因为不抛弃不放弃，所以对工作时刻充满激情。

组诗《生命的舞蹈》表面写的是一些常见的小动物，

比如蝴蝶、蜻蜓、蟋蟀、蚂蚁、萤火虫等，但实际是借

物抒情，表达对工作的认真和坚持。《蜻蜓》：“忍受着

黑暗和痛苦/一只小小的爬水虫/从稻田里，羽化/在

天空中，飞舞……在充满欲望的田野中/打捞着。”

《蚂蚁》：“要下雨了，它独自往高处爬/小心地绕过/

倒地的树枝 冷硬的石头……它速度极快，像一个

舞者/更像做出了一个艰难的抉择。”人总要面对工

作的变换，心态的调整。很多时候的选择不是正反好

坏两个方向，而是四面八方千头万绪。这些诗句何尝

不是作者自己丰富多彩生活的写照？何尝不是其内

心感情的迸发？

因为长久生活在一起，所以时刻对家人充满深

情。因为经常在一起，难免有些磕磕碰碰。“绵绵乡

情”这一辑中，亲情随处可见。如《妻子的母亲节》，看

似平平常常的几句口水话，却饱含深情。

因为“一个好汉三个帮”，所以对朋友充满盛情。

大家都知道，唐志平是一位热心人，对朋友总是倾囊

相助。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但在这本诗集中收录的

相关诗歌太少太少。我仅举一例，如他的《我是一名

政协委员》，里面有满满的责任与担当。

好的人品、浓厚的感情，成就了唐志平这一部

好作品。

读者感悟

作 文 先 做 人
写 作 必 写 情

——读唐志平诗集《生命的舞蹈》
罗惠明 去年 12 月 6 日下午，作家吴昕孺

随夫人回其娘家，探亲之余应邀来到

武冈一中举行文学讲座。武冈一中文

学社社员、武冈市作协部分会员等共

300余人参加了讲座。

吴昕孺，1967 年生，长沙人，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三百工程”

文艺人才，现任湖南教育报刊集团总

编辑，出版有长诗《原野》、现代诗赏

析随笔《心的深处有个宇宙》、少儿小

说《牛本纪》、长篇小说《君不见——

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等作品三

十余部。

主持人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后，讲

座开始了。吴老师笑容可掬，戴一副方

形的灰腿无框眼镜，文质彬彬。他把麦

克风抓到嘴边，清了下嗓子，不急不慢

地自我介绍起来。

“近年来有朋友问我，是怎样成

为作家的？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后来仔细想想，是阅读。”吴老师自问

自答。他翻开自己的小说《牛本纪》，

说：“书中记述了我 10 岁时在老家放

牛的‘糗’事。一天，父亲送我一本《新

华字典》。我在里面却找不到生活中

不能解决的问题的答案，认为这是一

本‘不称职’的字典，我再也不想看它

了！父亲说，没有可以穷尽一切的书。

我反问，那要我们读书干啥？父亲告

诉我，在这个世界上，书是最好的向

导，它能引导我走向远方；《新华字

典》里没有故事，但它是一切故事的

‘源头’。这句话让我突然醒悟。从此，

我借助《新华字典》，爱上了阅读。”

吴老师认为，阅读是人的天性。

除了眼睛用来观察外，耳朵用来倾

听、鼻子用来感知气味、舌头用来辨

别味道、皮肤用来感知冷暖以及疼

痛，都是阅读的迁移与拓展，是阅读

的一部分。他说：“阅读不是喝茶不是

散步，是心智训练，是‘精神体操’。”

吴老师自带“故事”的讲解，就像

一块磁铁，把大家的眼睛和注意力牢

牢地吸引住了。整个报告厅静悄悄

的，大家都在用心倾听，生怕漏掉一

句话。

接着，吴老师谈到了怎样阅读。

第一，不要迷恋手机，要多读纸质经

典。通过手机获得的知识充其量算作

阅读的“佐料”，读纸质经典才是阅读

的“主食”。第二，不要只“喜欢喜欢

的”，更要“喜欢别扭的”。读起来感到

“别扭”的书，才意味着你进入了一个

新的领域，闯进了一片前所未见的风

景。一旦把这种“别扭”摆平了，你就

会长见识、长力量、长智慧。第三，不

要崇拜性阅读，要敢于质疑。每一个

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都有从幼稚到

成熟的过程。他举例说，10 年前，有

一个养过蚕的初中女生发表了一篇

《一只被化妆成蝴蝶的蛾子》的文章，

驳斥了“破茧成蝶”的说法。这说法混

淆了茧和蛹、蛾子和蝴蝶，为了美而

失真，为了励志而造假。第四，要在阅

读中努力拓展一部作品的宽度，挖掘

一部作品的深度，树立一部作品的高

度。他引用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

广陵》中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

江天际流”，和《论语·先进》中的“暮

春者，春服既成……咏而归”，进行剖

析和讲解，向大家展示了作品意境的

深远。

吴老师还从自己多年的阅读积

累中，总结并分享了“人与自然的关

系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人对自

然山水的向往与仰望，人从自然那里

汲取力量。如王维《终南别业》所说：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第二重境

界：将自然事物当作与自己平等的对

象，如好友一般同气相求，互相观照。

如辛弃疾《贺新郎》所说：我见青山多

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第三重境

界：人作为万物之灵，汲取自然灵气，

又反哺大自然，让大自然因人而变得

更美好。如柳如是《西湖八绝句·其

一》所说：大抵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

美人中。

随后，吴老师讲到了阅读和写

作的联系。他说：“学会了阅读，写

作还会难吗？通过阅读，让一个‘小

我’成长为‘大我’，渐渐明白了这

个世界，对这个世界就拥有了‘知

情权’。而写作，让我们畅所欲言地

表达自己，在物质世界之外再缔造

一个精神世界。写作让我们对这个

世界拥有了‘发言权’。阅读是让我

‘看见’世界，写作是让世界‘看见’

我。”

吴老师又随手拿起讲台上自己

的长篇小说《君不见——李白写给杜

甫的十二封信》，他说：“我从小就喜

欢李白的诗，当我阅读到一定程度的

时候，突然想起了一个‘老话题’：杜

甫专门给李白写了12首诗，而李白只

回了2首，很多人据此认为，李白过于

高傲，不待见杜甫。我觉得他们不是

‘塑料兄弟’，而是情深谊厚。我就来

了灵感，创作出杜甫每给李白写一首

诗，李白就给杜甫回一封信，去还原

谜一样的盛唐、仙一样的李白……”

吴老师风趣睿智的讲话，多次被

台下热烈的掌声打断。我的手掌都拍

痛了。

（管叶平，任职于武冈市实验小学）

书与人

    是 最 好 的 向 导  
——听吴昕孺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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