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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韵而来踏韵而来

《施耐德的一日三餐》
作者：哲贵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本部作品收录了“70”后作

家哲贵近几年的作品，分别有
《倒时差》、《住酒店的人》、《陈
列室》、《安慰》、《音乐课》、《雕
塑》、《空心人》等。

《温州小店生意经》
作者：王手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小说从“我”和妻子经营小

店的历程入手，叙述简朴，既有
人性的纷繁芜杂，各方力量围
绕小店展开或激烈或平和的角
逐过程，更有时代的风云变幻，
为改革开放初期以来的历史回
眸提供了一个记录文本。

《余震》
作者：张翎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
《余震》讲述的是唐山大地

震对7岁小女孩王小灯造成的
心理冲击和灾难触及她一生的
影响。这部小说用主人心灵救
赎的故事传达出对家庭、亲情
的永世依恋，被文学界认为是

“至今写地震写得最好的小
说”，同时也是电影《唐山大地
震》的原著小说。

《潜行之光》
作者：池凌云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收入了包括《鸟儿用喙》、

《风控制着树》、《雪地里的白桦
林》等现代诗歌 100余首，共有

《海百合》、《献诗》、《所有声音
都要往地处去》、《蓝色时期》四
辑。这本诗集保持了作者理性
硬朗反思的诗风，极具质地，体
现了汉语言的风骨。

《树巢》
作者：东君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这是东君迈入作家序列后

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东君将其
定位成家族小说。《树巢》内容
纷繁复杂、内涵深刻精辟，它的
表现方式却又新奇古怪、荒诞
离奇，我们将文本抽丝剥茧，可
以看出马家堡绝对是一个符
号，马老爷与他的儿子们也并
非是个性化的人物，而是象征
意味十足的典型符号。

《时光词语》
作者：马叙
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本从马叙的另一作

品《在雷声中停顿》分离出来的
书。在过去的时间里，他写下
了许多与生活与周围事物息息
相关的文字，也同时废弃了许
多文字，他喜欢粘滞的叙述，这
样的叙述让文字取得一种温热
而真实的质感，他把这些文字
从小说与诗的写作中抽离出
来，并努力把它们放在下方，让
它们像砂子一样慢慢地堆砌，
直至淹没自己。

《沙捞越战事》
作者：陈河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沙捞越战事》从华裔士兵
周天化在丛林战争中一连串的
遭遇入手，描绘了一个视角独
具，令人耳目一新的东南亚战
场，在这个战场里，华裔士兵的
勇谋和献身精神得到了确证。
这个小说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
件和人物故事。作者在写作之
前研究查阅了大量的史料，但
在小说中采用了虚实结合的写
作方法，既有翔实的材料扎实
的笔触一面，也有魔幻先锋超
现实的实验风格。《沙捞越战
事》制造出了一个具有震撼力
的战争寓言，带领着读者去体
验那一段不为国人注意的域外
华人抗战历史的神奇和美感。

（本报记者 童桦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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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温州三代作家笔耕不辍写就文学新篇

青春笔意

心向繁花
本报记者 童桦

“温州人在经济上的开拓和
创新，使他们在文学上获得了不
自觉的延伸，近年来渐渐崭露头
角的温州青年作家群，整体实力
已悄然走在全国文学前列。”《江
南》主编袁敏的这番评价，将关注
文学的人的眼光，再一次引向了
温州。

近年来，温州的文学究竟发
生了什么？在这片天地里，究竟
还有多少双手仍在笔耕不辍？迎
着晚秋的寒风，我们在灯火辉映
之间找寻着答案。

“温州文学成为现象，大概
是在 2006 年前后，在这以前，我
们冒出来的作家并不多。”在温
州市文联办公室里，身兼主席一
职的温州本土作家王手仔细回
忆道，此后几年中，温籍海外作
家陈河与温州本土作家东君分
别折桂郁达夫小说奖，《人民文
学》、《收获》、《江南》等又接连收
录自己和本土作家马叙、哲贵等
人的作品，“再算上以诗见长的
池凌云和凭借《余震》获得读者
关注的张翎，以及身在《西湖》的
吴玄和《江南》的钟求是，他们都
用自己的才华提升了温州文学
的整体形象和地位。”

“2010 年，中国作家协会和
《人民文学》为温州作家举办了文
学研讨会，温州的文学现象从此
蜕变为文学的温州现象，温州的
作家，也开始受到了文学界的强
烈关注。”作为上世纪 50 年代出
生的温州作家代表之一，王手的

《西门之死》、《斧头剁了自己的
柄》等多部作品都受到了朱小如、
李敬泽、施战军等著名文学评论
家的称道。

“好的小说中总有一个缠绕
的结是无法解开的。”这是李敬泽
对王手作品的评价，而如果用这
一评语来形容温州文学的发展脉
络，也同样适用。

这个缠绕的结，即是活跃在
改革开放后几十年间的温州商
人们。作为一个让人羡慕、好奇
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意，他们
的思想、生活和困惑混杂于飞速
发展的时代中，如同一杯口感浓
郁却又复杂的醇酒，牵引出温州
本土作家心中的创作灵感，并源
源不断地为读者奉上自己的感
悟。

哲贵，温州上世纪 70 年代
出生的作家代表之一，他的作
品即是如此。“2004 年是我文学
创作的分界点，在这之前，我学

了十年文学，但还是趴着，因
为我的作品并没有引起社

会的共鸣。”做文学，最
大的心愿是自己的作

品能够得到广泛赞同，在这一
点上，哲贵徘徊了很久，“但我
有一天突然发现了温商这一群
体，他们被市场推到前台，成为
人们瞩目的焦点，由于中国文
学从未有人用正面的视角和情
怀去看待这些温商，这便成了
我 继 续 尝 试 文 学 创 作 的 切 入
点。”

和温商交朋友，走入他们的
生活和内心，哲贵以此诞生的《金
属心》、《信河街传奇》、《施耐德的
一日三餐》等作品，《人民文学》和

《收获》等将其一篇篇地收录刊
用，面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所长孟繁华做出的“哲贵对温商
这个人群的无所归依和空虚空洞
内心的讲述，有着令人难以言喻
的震惊”的评价，哲贵多年的努力
终被挑剔的文学评论家所认可，
也坚定了自己文学创作之路的决
心。如今，他已把自己的作品《空
心人》交付十月文艺出版社，预计
首发过万册。

但文学在温州，并不只有小
说，作为温州诗人的代表，出生于
上世纪 60 年代的本土作家池凌
云则用自己对文学梦想的执着，
改变着自己的生活和温州人对家
乡的情怀，更把自己扭向了“自
转”不停的创作之路。

“一个作者的文化积淀不仅
仅是接受当地的文化，还有来自
我们的生活。”池凌云谈起温州
这片水土对她创作的影响，“我
们生活的土地时时刻刻都在给
我们的心灵输送特有的文化，
有时是一种滋养，有时也让人
反思。”

热爱诗歌、善写诗歌，就在
温州各个小城的旧街小巷中，
许多年轻的面庞开始有了岁月
的刻痕。多次举办诗歌论坛活
动的《坡度》诗群，还有不少埋
头创作的苍南、乐清的诗人们，
他们都在诗歌创作的长跑之路
上齐头并进。“慢慢来，好诗会
在路上等着他们。”这是池凌云
的祝福。

还有马叙的散文，东君的怪
诞小说⋯⋯这些温州本土作家的
身影，无时无刻地活跃在各条创
作战线上，吸引着读者们的目
光。但他们，真的是温州文学蜕
变的唯一答案吗？

“其实，温州文学在过去三
十年里一直在延续，如果要找
当代文学在温州的起源，那首
先 要 归 功 于 创 刊 于 1981 年 的

《文学青年》。”王手翻出了两大
袋已经泛黄的杂志，茅盾先生
的亲笔题词“文学青年”赫然映
入眼帘。

在上世纪 80 年代，这本与
《萌芽》、《青年作家》、《青春》一起

被誉为四小名旦之一的月刊曾经
掀起温州文学青年对于文学创作
的无限狂热。每本 3 角钱的价
格 ，创 造 的 是 每 月 8 万 册 的 销
量。包括“短篇圣手”林斤澜等在
内的一大批知名作家相继来到温
州，开始给这里的文学青年们函
授讲课。哲贵和他的老师陈少国
就这样跟随林斤澜，开始了自己
的文学悟道之路。

“还有九叶派诗人之一的唐
湜，他的一生从未离开过温州，但
他对诗歌的感悟却影响了一大批
温州文学青年。”王手的记忆之门
渐渐打开，“在那以后，上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出生的温州作家
渐渐冒了出来，温州文学才走出
了自己的路子。”

不过，文学的热潮终有退去
的时刻，随着几位文学大家的相
继离世，今天的温州文学也已经
到了去粗存精，重整待发的时
刻。

“目前温州作家还有许多需
提高、完善的地方，我们这些作家
正处于第二梯队向第一梯队迈进
的阶段。”哲贵认为，“温州文学对
温州人的影响还没有起效，这里
的人没有用文化的视角去看待自
己的人生，更多的是从经济的角
度去思考人生。”

但这也是温州作家独特的地
方，他们或在机关谋事，业余写小
说；或有一份生意，空闲时提笔寄
情；或是干着媒体的活，从身边汲
取创作素材。或许也只有这样的
多重身份，才能塑造温州文学多
彩多姿的符号。

“文学是作家个人的劳动，但
一个地方对文学的看重，对作者
就是一种鼓励，如果一个地方推
出相应的激励措施鼓励作家创
作，就会造成良性的创作环境，对
多出作家多出成果肯定是有好处
的。”身为温州晚报文体新闻中心
主任的池凌云对创作的艰辛过程
很是感慨。

“耐得住寂寞，安静写作，时
间久了，会有收获的一天”。这
是温州作家们对后辈的鼓励。
在他们的影响下，温州市作协
已经有了 600 余位会员，并有更
多的温州文学青年纷纷投身于
用笔和心灵与社会发展对望的
创作过程。而在温州市委、市
政府的支持下，温州文学也创
设了两项重量级奖项，一是当
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二是林
斤澜短篇小说奖。

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温州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这
张名片外，又有了属于自己的精
神符号。“敢为天下先”的温州
人，他们正拥有着一片文学的蓝
天。

钟求是钟求是马叙

何元龙：温州市书协名誉主席

一杯香茗沁心脾一杯香茗沁心脾。。

温州作家出版的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