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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风雅颂

陈富强

先讲两个与周玲雅有关的小故事。

第一个小故事。2012 年，浙江省电力作家协会在桐乡组织召开

年度创作会议，照例，利用半天时间去了一趟乌镇西栅。在西栅邮

局门前，偶遇周玲雅和她的同事。我们三人以爬满青藤的粉墙为背

景合了一个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玲雅，之前，只读过她篇数不

多的散文，感觉写得很清雅，是一个颇有灵性的年轻作者。从乌镇

采风回来，收到周玲雅写的一篇散文《留一个梦给乌镇》。文章照旧

延续了我的阅读感觉，字里行间，蕴藏着一些清雅的梦。她在文中

这样描述她的梦：“我曾热切地想在乌镇开一间书吧，不需要很大，

但要和暖，以及包罗万象。”事实上，在这部集子里，有关梦的文章

至少有六篇。那次西栅偶遇，周玲雅话不多，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她

有一双大眼睛，仿佛会说话，可能是嘴上寡言，所以眼睛显得特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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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且有一些梦幻。我想，这或许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无论是文学，

或者爱情。读到这篇散文，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第二个小故事。浙江省电力作家协会微信群一度组织“每晚荐

书”活动，目的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让更多的人在这个浅阅读时

代，能多留一些时间给书。我一直觉得，网络和微信的信息容量巨

大，但不免鱼龙混杂，而经典名著都是经过大浪淘沙、时光检验留下

来的，集中了中外大家们的思想与智慧，对于绝大多数作者而言，想

落笔有神，读万卷书是一个必要的途径。周玲雅在微信群里一直比

较活跃，经常看到她早起为年幼的女儿做早餐的图片。所以，我征

求她的意见，想请她来做这个“每晚荐书”活动的主持人。她很爽快

地答应了，并且做得很称职。从这件事情上，我感觉这是一个乐于

为大家服务，愿意牺牲自己一些业余时间，有爱心的人，这是我很欣

赏的一种品格。在她的这部散文集中，收录了一篇《边走边爱》，从

内容来看，似乎是写爱情的，但是也可联想到更宽一些的爱，比如爱

生活，爱世界。

从上面这两个小故事中，我看到一个有梦想、有爱心的周玲雅。

我觉得，这是一个写作者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文章千古事，得失

寸心知。很难想象，一个只关注现实，不关心诗歌和远方的人，一个

自私自利的人，能够写出让人心动的好作品。作为一名业余作者，

周玲雅的写作功力可能未必深厚，对世事的洞察也可能不一定深

邃，但是她拥有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于是，她的写作，就有了正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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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

收录在这部集子里的散文，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都很短，大多在

千字左右。题材也主要取自日常生活琐事。以我写作散文的体会，

一篇好的散文，长未必厚重，短也不见得浅显。如果从传统意义上

的美文来评价，周玲雅的这些散文大多精短，符合美文的基本要素。

她通常在千字之内，写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个观点。比如在《广

陵拾梦》中，周玲雅写了扬州，在她看来，扬州这座城市有着江南细

雨中说不尽的梦和忧愁。于是，她“从大明寺出来已近晌午，遥望万

柳掩映中的二十四桥，在光影的照射下好似琼花一朵，那是一个朝

代的消瘦”。用“消瘦”形容一个朝代，在我阅读过的历史散文中，并

不多见，几乎是第一次读到。再比如在《湖心草深长》中，周玲雅表

示她有许许多多关于花草的愿望，“最好有一个朝阳的玻璃花房，不

拘大小，有一两个木制的花台架，花房顶上挂几盆绿萝或是常春藤，

任由深深长长的叶片垂在半空，深碧浅绿，从春到夏，织一个绿色的

梦”。周玲雅之所以会编织这样一个看上去稍稍有些凄婉的梦，是

因为她相信，“如果你的心是一片荒原，那么请在你的心田种上一株

湖心草”。

语言的清丽，是这部作品的又一个特点。我在《路过西湖》里读

到了：“记忆里，午后的西湖永远给人一种春和景明的感觉。湖水是

微波不兴的，断桥是亘古柔软的，堤树是欲说还休的，就连轻丝拂面

的杨柳熏风也会在恰到好处的时间里送来隐隐荷桂的清芬，令人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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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在《江南听雨》中，我读到了：“在江南听雨，不仅有古典诗词的

精妙，还能听到现代情诗的韵致，江南的水韵与雨景融合为一，凄凄

切切，丝丝入扣，落在长长的青石板路上，立即就能开出花来。那朵

雨花晶莹剔透，有着丁香一般的馥郁和寂寂，宛如盛开在心头的白

色水莲，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类似佳句美篇，在集子中俯拾即是。

对于业余从事写作的周玲雅来说，追求散文创作的语言意境，无可

厚非，这也是她的创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且有所回味的主要 

原因。

集子中除了散文，也收录了周玲雅的读书笔记和影评。这部分

作品的数量不多。我比较喜欢的是一篇《萧红的人生底色》，且篇幅

较长。可能我自己也喜欢这位“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洛神”的缘故，

所以对这则书评尤其关注。有意思的是，书评没有涉及萧红的代表

作，比如《呼兰河传》 《生死场》等，按照常理，如果要评价萧红，必然

会对她的这两部重要著作进行一番分析，不然，何以解萧红？然而，

周玲雅显然知道自己的长短之处，所以，避开了对作品本身的评论，

而是从萧红的爱情、亲情与同情着墨，以自己的视角，写出了周玲雅

心中的一代民国才女。

如果要对本书的不足进行点评，恐怕就是周玲雅的散文创作，

过多依赖自己对事物的细腻观察，导致作品语言优美但缺乏对人性

对社会更深一层的思索，在思想性上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当然，

我有理由相信，随着生活阅历的不断增长与创作技巧的日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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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玲雅的散文或者小说肯定会有持续提升，因为她年轻又有梦想，

也因为她的创作道路还很长。

自入职以来，周玲雅一直在最基层的供电营业所工作。营业所

是供电企业一线班组，烦琐的工作之余，周玲雅笔耕不辍，实属难能

可贵。我对她的作品作以上评头品足，未必准确。再说从收到这部

作品的书稿到交出这篇序言，只有两天时间，又恰遇杭州 G20 峰会，

我自己既要参加保供电值班，又要写作有关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长篇

报告文学，所以从时间分配上，对书稿的阅读有侧重，导致本文的粗

糙在所难免。但给周玲雅的第一部集子写序，是我早就答应过她的。

本文的标题，也可以看出我对周玲雅的第一部作品主要是赞赏。而

写序的目的，则是祝贺。

是为序。

2016 年 9 月于杭州

（陈富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

作协九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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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文字照亮玲雅

徐海蛟

在报纸上偶尔会读到玲雅的文章，她的文字放在一堆烟火味十

足的地方新闻后面，会有一股不一样的清气，就是这股清气最初吸

引了我的注意力。后来又得到证实，她就在我生活的那个小镇，心

里是有惊喜的。我所在的那个小镇，工业发达，道路开阔，楼宇林立，

颇有一种暴发户般的光鲜亮丽。可是，人的生活品位并没有随着时

代快速跃进而提上来，人们热衷的大多还是棋牌室、广场舞和足浴

按摩。在这样的小镇里，突然冒出一个热爱文学，写得一手好文章

的姑娘，这是不是一种惊喜呢？未见到玲雅之前，我在心里作过一个

预设，有一天，当我沿着小镇上那条满是香樟树的路走去时，会不会

遇见一个小女子，她目光清澈，笑容恬静，脸上有着一种穿过岁月之

后仍然保留下来的天真。你会从众人的背影里将她分辨出来，她会

驻足于一棵清晨的小雏菊，那棵小雏菊踮着脚尖在炫耀自己的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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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衣裙；她会驻足于傍晚的一片白云，那片白云刚好高过一个楼房

的黑色屋顶，似乎再伸伸手就能够到。

这是我预设中见到玲雅的情形，其实这个情形不是凭空想象出

来的，都是从她的文字里面寻来的。我说到想象中对玲雅的印象时，

其实是对她文字的印象，她的文字早于其人让我遇见。

往后，又过了好些年，大概是今年春天，才算正式见到了玲雅，

在一个匆忙的会场里，匆匆一见，大概也就打了个照面。我在心里

暗自高兴，这个见到的人，跟那个藏在文字背后的人是一致的。这

印证了什么呢？印证了她的文字很真，没有太多的伪装和矫饰。当

然文字也反过来照见了面前的这个人，文字里潜藏着的温婉细致和

敏感，文字里呈现出的善良天真和趣味，这些都在面前这个人的眉

眼之间写着呢。我相信文如其人的说法，只有气息纯正的人才能写

出清雅的文章来。确实，如她的名字揭示的那样，玲雅的文字有着

一股清雅之气。明眼人光看目录就会感觉到这股气息。她写乌镇，

写长安，写溪口的旧梦，也写一座水湄的桥，这些或古旧或充满故事

的地方，在她笔下慢慢氤氲开来，像笼着轻纱的旧梦，像水汽淋漓的

水墨写意一般。玲雅的文章是有南方水乡的气息的，这自然和她生

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有关。

玲雅的文章里还有一股特别熨帖的生活气息，她写一辆少女时

代的单车，写乡下的一场戏，写儿时的凤仙花，写一碗凉凉的木莲

冻，写冬夜凌晨到医院去排长队挂号 …… 这部分的文字里面，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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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温度和情味，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玲雅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也

是一个努力要把生活过出点滋味的人。如她微信的一句签名：让时

间慢下来，让生活有光。生活的滋味落进了文字里，文字就有了面

包和麦子的香气。

玲雅是被文字照亮过的女子，她也由此获得了文字的祝福，她

心境澄明，生活有馨香。

作为一个在写作上稍稍年长几岁的人，我对玲雅的写作是有更

高期待的。我期望她能够在文字里面把自己的才情用得更好一些，

而不是浅尝辄止。我也期待她能够读更多的书，沉下来写更多的文

字，不要满足于惊鸿一瞥的片段式书写，不要满足于赏玩时光的小

品文。她的写作应该更系统更专注，往人性和大地的深处进发，往

时间和历史的深处进发。

我相信，假以时日，玲雅能够给我们这样的转变和惊喜。

2016 年 9 月 13 日

（徐海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浙江省五

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著有十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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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闲话

一棵开花的树

那是一个阳光突然倾泻的午后，我坐在慢驰的公交车上，明媚

的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难得这样的日朗风清，于是开始臆想春暖

花开的日子，开始期待和风拂面、阳光温煦的午后，开始怀念起一棵

不知名的树。

那是一棵称得上亭亭玉立的树，有着笔直的躯干，并不虬结的

枝节，叶片生得细眉巧眼，小小的花骨朵把花苞撑得满满的，自有股

娇憨的媚态。她被圈在一个小小的圃里，周遭陪伴她的也只是些纷

乱的野草。那些叫得上名、叫不上名的野草撑起细弱的离离的茎叶，

有些还贴在地面，脆生生的，仿佛一触即断。泥土中还留有雨后的

青草香气，丝丝脉脉，很清凉。虽然她是这样的出众，但在我看来却

并不突兀。

初识她是在一个初春的傍晚。乍暖还寒的时节，人们都还裹着

厚厚的大衣，而她已经飘散出春天的气息。枝上的新叶都是刚冒出

的绿，鲜嫩，通透，似乎还未褪尽初生的痛楚。白色花蕾星星点点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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