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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孙纪文

西部文学的发展，广义地说，西部文艺的发展自然离不开西部作家

和艺术家的不懈努力。同样，西部文艺评论的发展也离不开倾心此领域

的评论者的努力耕耘。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丰富多彩的西部文艺的靓

丽图景。描绘这靓丽的图景，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需要创造元素的积

淀，更需要所有热爱西部文化的文艺人的参与和多方合作，故而每一位

向往靓丽图景的行进者都值得我们关注。自然，本书的作者王晓静，便

是默默解说西部文艺图景中的一员，她或许在不经意之间将我们带入

西部文艺的存在场域，尤其把我们带入宁夏地方文学、宁夏地方文艺发

展的图景之中，显示出宁夏本土评论家的乡土情怀。

此情怀物化为《落花有意染衣袖》这部文艺评论集。集中所写的内

容非常丰富，也涉及多个研究领域。举凡文艺思潮、诗歌旨趣、散文笔

法、小说意味、绘画形式、书法骨气、摄影构图、学术简评等内容，都成为

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运笔行文空间之广阔足以令人耳目一新，可见出

作者孜孜以求文艺审美精神之一端。评论的对象有西部著名的作家和

艺术家，也有宁夏本土不太为外界所识的诗人和艺术品的创造者，更有

晓静非常熟知的西海固那些坚守创作信念而顽强拼搏的文艺创作的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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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者。通过本书的评论文字，我们仿佛看到活跃于西部文艺界的众多

作者联手向前的身影，看到关注宁夏文艺发展态势的热切目光，看到

西海固文艺之欣欣向荣的场面，不由使人对这里的文艺创造者产生敬

佩之情，对文艺作品产生接纳效应，同时也对晓静的研究产生极大的

阅读兴趣。

当然，这部评论集的内容并非仅限于评说西部文艺的发展状貌，有

时，作者也会以西部评论者的眼界来论说其他地域的作家作品，如文中

有几篇评论山东作家的文章。但我以为，晓静使用的依然是西部人的笔

调，平和而真诚，舒缓而炽热，故没有离开西部文化的熏陶。

晓静的文艺评论自然有独到的理性话语。如同她在文中所说，“诗

歌不仅仅是美学角度的文学艺术，它更是地域文化的一个侧影”“文学

评论摈弃世俗的、庸常的和经验的东西，以追求心灵的纯净度、自由度，

推动作品‘流动’”。这样的见解很有眼界。晓静的文艺评论也有独到的

感性话语。如她评论诗歌时所说，一位成长的诗人，“正在诗歌创作的道

路上扬帆起航，这是在黄河岸边成长起来的小船，携带着来自黄河母亲

熏染的诗意，一个人，噙着一支笔，任一颗敏感的心，自由地诞生每一首

诗”。这样的评论文字同样具有诗意。一般而言，女性文艺评论者在从事

文艺评论时，常常程度不同地带着感情去写作，因而，诸如灵性、细腻和

富有抒情性的色彩等文本特征是共有的笔法现象，显然，晓静的评论也

具有这样的特征。比如她评论西海固诗歌时说：“诗行里散发着西海固

泥土淳朴祥和的芬芳，还将在春山外渐行渐远”，几句话便勾勒出兴趣

盎然之象。但是，她的评论文字除了这几点共性特点之外，还附着了平

和温暖和浸透着爱意的力量，致使她的文章陡然增添了不少的亲和力。

如评论宁夏本土作家漠月的小说时所言，“漠月小说具有大漠与草原的

特质，空旷辽远的穹隆下，时间仿佛凝固了，缓慢到与戈壁上石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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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旋律，唯有一些琐碎的细节开枝散叶，展现出生命活力，在已逝

的童年生活里，注入现代人文情怀和难以解忧的乡愁。”于是，我们便发

现，晓静的文字是温暖的和充满爱心的。显然，晓静的文艺评论常常将

理性话语和感性话语结合起来，从而使她的评说平添了一种韧劲。如文

中所说：“那些隐藏在作品深处，被作者布局在情节和情景中无法明言

的心绪，慢慢地在绵延的叙述里，缓缓流淌，细细阐释，而后在作者与读

者之间，完成了全景式观照。接受者被纳入文本体系，成为不可缺少的

组成部分，作品因而不再孤单，亦不复孤立，真真实实地落入观众欣赏

的土壤里，踏踏实实地扎下了根。”这些话语不正是知性语言和灵性语

言的融合吗？

认识晓静多年了，知道她一贯好学且性格谦和，是一位默默守候于

宁夏文艺界的耕耘者。她曾经有《梦断乡心又一程》一书出版，也曾经有

别开生面的文章见诸报刊。如今看到她的新作问世，真切地感受到一种

执着不懈怠的精神正在涌动。她的评论风格可谓素朴而不做作，灵秀而

不张扬，如同植根在黄土高原上的沙枣树，花开时节不抢眼，林木丛中

不争艳，而生发出的淡淡清香却沁人心脾。有作家曾说，文学需要一辈

子用心去滋养，同样，文学评论也需要一辈子用心去滋养，晓静的写作

不正是用心滋养的一个案例吗？

我曾经在宁夏大学工作多年，也曾经关注宁夏地方文学的发展态

势，并与团队成员一道完成了《新时期宁夏小说评论史》《当代穆斯林作

家作品评析》等著作，深深地为宁夏文学的发展，为西部文学的进步和

文学批评的繁荣感到欣慰。或许缘于这个情结吧，至今阅读此方面的文

章我依然充满着期待。恰巧，晓静嘱我为其新著写个序言，我便欣然允

诺。实际上，文中的某些论题———诸如画论和书论等论题，我并不熟悉，

也不便妄加评说，希望读者有更好的见解与我分享。

· ·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如果要对本书的写作提一点苛刻要求的话，那就是希望晓静在保

持文字之灵性、细腻、抒情化、浸透爱意和深刻的前提下，笔力再深沉一

些，尤其对个别文学作品中潜在的局促成分、琐屑成分乃至守成成分加

以揭示，并阐释其背后的成因，以增添评论的厚重感。这也许会让晓静

不忍心，因为她挚爱这一方山水，喜爱这里的人们。但这样的善意指摘

同样是爱护文艺创作者的另一种体现，无疑有益于文艺的健康发展，从

而使评论愈发彰显出相应的高度和力度。不知这个要求算不算太高？

是为序。

2017年春于西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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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得雪消后 自然春到来
———读马占祥诗集《去山阿者歌》

马占祥自 2009 年第一本诗集———《半个城》出版之后，2015 年又读到

他的新诗集《去山阿者歌》。时隔 6年之久，抒写内容仍以他生活的乡土风

物为主，形式上却避开了华丽的辞藻。新诗集与《半个城》浓郁的乡土气息、

地域氛围和民族情感，内容上有衔接，更多地趋于求异的变化。风格总体上

从轻盈流畅，走向绵密紧致，可以看出诗人思想感情及认知上的变化。感性

之后的严密与思考，在这本诗集里体现得更明显。

朴素一直是马占祥诗歌的本色特征。这本诗集的题目似源于晋代诗人

陶渊明《拟挽歌辞》最后一句“托体同山阿”，“去”即古汉语的“离”。陶诗的

意蕴趋于回归，而马占祥意欲远离。“归去来兮”本自体现某种矛盾的心情，

马占祥将这种矛盾诗化为朴素，朴素地承认归与离之间的距离是一种美的

表现方式。他身为诗人的感受，仅有诗歌能够承载。他在诗中描绘世俗生活

中的点点滴滴，又在现实的间隙探查虚无的意义。用六年的时间集成一本

并不厚的诗集，足见惜墨如金的凝重，“在散乱大地上，我没有与众不同”

（《黄河：九曲之殇》）更验证了诗人是比较难担当的称谓。他写得慢，成长得

慢，或者他懂得石头的生命就是这样诗化出来的永恒的朴素。每一首诗的

题目也极为简洁朴素，如《河畔》《去山阿》《已经二月》《小记杂木河》等等，

二、三、五言不等；如《简单地记下傍晚的河湾》《大前门：中轴线上的设色生

活》等等句式长短不齐，随意如散曲构造，如家常白话，并无刻意雕琢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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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祥的朴素风格一以贯之，一如他对伴随在自己生活周遭人、事、物的态

度，他诗歌创作中最本色的特征就体现在这里。

风格的转变是 2013年从鲁院学习回来之后，以《薄阴天》和《京城三

月》为代表。自读到《薄阴天》这首诗感受到他诗歌创作中无形中流露出叙

事的痕迹，到《京城三月》体现得更明显。这两首诗正创作于他在鲁院学习

期间。当时只间接发现了变化，但未能深切地追究他风格变化的根源。在听

了商震老师讲到诗歌“平衡”理论和诗歌叙事风格，突然明白了马占祥诗风

变化正是受商震老师的影响，逐渐从散乱的轻盈流畅，走向从容的绵密紧

致。像一棵“白杨树衣衫整洁，器宇轩昂”（《薄阴天》），在黄土地上找到了自

信的根基。基于这种自信，使他在鲁院学习期间发布的名言“北京太偏僻

了”广为传扬。这两首诗是马占祥诗风转变的标志之作，与此前《半个城》风

格截然的分水岭，拟于同心境内的窑山区别于东部旱作区和西部平原带。

他从“抒情”向“叙事抒情”的过渡，提升了诗歌的内在品质。胸襟、视野愈加

开阔，即使身份和地位尚无更改，他的内心世界也已越过自我被设定的界

限，视窑山顶上与白云齐了。正如《我在半个城的简历》中所描述：“我曾外

出过几次 /走不远就被低矮的山峁或者 / 浑浊的细流找回来 /只有身处

这些戴白帽的亲人中 /我才会与自己和解 /不在爱和悲喜中过于复杂”。

得承认，这是他比较成熟地认同了自我、本我、超我几者之间的矛盾关系，

才有如此低调的不喜不悲。也由此理解了一个疑问，很多人都认为以他的

名声和才气，早可以离开那个小地方，却多年仍见他到一个岗位上，就长成

了一棵树稳稳地扎下了根。他用诗的形式作了回答：“我贪图这小城的幸

福”。正因小城之小成就了他诗人之大的名望。

这名望中还有一点必不可少，即他为人为诗的亲和力。在单位因马俊

生戏求把他写入诗记，以得青史留名，他慨然允诺，并把同学、同事、朋友二

十多人的名字一一嵌进诗中，一并归入《大事记》。虽为趣闻，足见他对诗歌

语言近乎纯熟的驾驭能力。这首诗读来颇有意味：你看看诗，你不是诗人；

诗看着你，或许有疑问，你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里站成了一棵树，你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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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你们世俗生活的围城，还津津乐道？一些小城人们熟知的名字，都在诗

里婀娜多姿地摆起谱来，这就是马占祥诗集第二辑“人间”的诗歌场景。还

有那个经常在背街小巷背一捆废旧纸箱，人们看到他“壮硕的身体，眉眼细

小”。这个低智商的人乞讨光阴，换来的钱都给了他从不出门的母亲……

《应该为二虎写首诗》，这首诗不能接济他什么，却让人们看到了马占祥匍

匐于大地的姿态以及不能与同情画等号的悲悯。借此可以更好地解释他的

乡土情怀与乡土症结。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周遭存在，虚实相间，相成共生，

马占祥是深谙其中哲理的。所以他的第一辑“尘事”与第二辑“人间”，似在

借眼、耳、鼻、舌、身、意写色、声、香、味、触、法，其实相较于《半个城》诗集，

《去山阿者歌》拥有了更多厚实的哲学底蕴，既把自己放得像水一样平，又

稍露云端的出离，这个提升与转变是巨大的：“我从小学毕业证上再一次复

习了我的 /来历、性别、姓氏 /我的信仰和 /根”（《一九八七年，我小学毕

业》）。这首小诗典型地体现了以叙事而抒情的特色。

在单位，大家有时说他，诗人都是疯子，你怎么看起来还正常啊。他也

只是笑笑，接纳下来，以他的言行和敬业证明，他工作能担当，写诗很出色。

有时说他喝酒多了，不分南北东西，喝不成李白第二的。他还是笑着接纳下

来，继续诗酒不分家。他以诗的意境融化了格式化的工作程序。读到他的第

二本诗集，终于明白，他在那座小城根扎得很深，之所以不离开，因为他长

得很敦实。他坚持柔韧地生长，有他充足的理由和快乐。

新诗集的第三个特点是擅用古诗词中的个别“明珠”增色上光。第一首

《去山阿》：“我穿黑褂，抱紧拳头 /面对石头鞠躬 /‘小生有礼了’。”这首诗

作为全集的点睛之作，马占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武侠形象，豪放、洒脱又彬

彬有礼。对山间的树、草、石头，乌鸦、麻雀，视若亲友。借具体细微的形象表

现隐藏很深的哲理———“万有皆有灵”的训诫。“归于林下 /隐于山阿”又暗

中呼应陶诗的内在精神，骨子里的文人情怀又难掩“不拘拘小节成名节”的

仕途企望，与陶渊明所体现的诗人精神一脉相承。洒脱与羁绊，矛盾与激

进，外在和顺与内在燃烧……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纠结难解。由此以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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