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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文学广场”的诗人们

曾念长

就文学体式而言，散文与随笔可并成一大类。若要一言以蔽

之这类体式之特性，我斗胆说：公共性。它是众多文学体式的公约

数，也是无数社会性言说的公约数。所以，诗人、小说家往往要附

带写写散文或随笔，学者、医生、演员、商人和官员，数不尽的各

行各业的人，都会跑到散文或随笔这块领地上卡遛（卡遛：福州地

区方言，也通行于台湾马祖等地，意指闲逛、溜达）一番。它是文

学的“公共广场”。无论你是专业的文学写作者，还是其他社会领

域的各路神仙，只要来到这个广场，大家就享有同等的“文学身

份”，就可以以文学的名义说话，甚至聊聊文学本身的问题。

作为社会物理空间的广场，天然具有两种功能属性：抒情性和

议论性。在农村，村庙就是广场。每逢佳节，村民在此狂欢；但逢

大事，族人在此定论。在城市，广场的双重属性在聚合，在放大，

还变幻莫测地相互转化着。君不见，三十年前广场批斗小兵横行，

三十年后广场歌舞大妈扰民。而我想说的是，散文和随笔，作为纯

粹精神空间的“文学广场”，也有双重属性，并且它们在这个时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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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着复杂的转换关系。

一般而言，散文重抒情，而随笔重议论。这种天然分化与中国

古代的文章学传统并不相符，而是现代文学体式发生流变的结果。

这里面不得不提鲁迅的特殊贡献。通过他的海量写作，杂文从广义

的散文中独立了出来，成为一种以纯议论为要义的文学体式。显

然，在这个体式茁壮成长的背后，隐含着特定的诉求：对社会公共

问题的介入。其结果是，散文中的抒情性和议论性分道扬镳了。不

过，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杂文作为一种

文学样式快速衰变为两个支流：一支最大限度地删除了杂文的文学

性，发展为大众媒体时评；一支则向文学性回归，重新融合散文的

大统，发展为随笔写作。于是，散文的抒情性与随笔的议论性在慢

慢靠拢，“文学广场”上的两种声调正在汇合。让议论变得更加柔

软，让抒情变得更加有力，这是世纪之交发生在“文学广场”上的

交响曲。

这套丛书名为“中国诗人随笔系列·福建卷”，那么，其中

对随笔这一文体的界定，必须放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广场”中给予

具体考察。随笔不仅仅是一事一议，而是在与散文大统的重新融合

中走向新的“文学广场”，走向辽阔的精神世界。似乎有人说过，

21世纪的写作是随笔的写作。我希望那些有考证癖的人能够考证出

这句话出自何人。如果“查无此人”，那就当是我说的好了。就文

体的普适性而言，我以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随笔就是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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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的“文章”，可长可短，可记事可议论可抒情，可写一己之

私亦可言天下之公。它有其他文体不可比拟的精神容量，因而往往

承接了从各种狭窄、僵硬的言说空间中溢出的话语。它是怎么都可

以的一种言说体式，唯独如此，它才能够呈现言说者的真诚品质和

精神形状。诗人于坚认为存在一种“散文化的写作”，它是“各种

最基本的写作的一种集合”，其“出发点可以是诗的，也可以是小

说的、戏剧的，等等”。我理解于坚所说的“散文化的写作”，就

是接近于已被我们的文体观念接受了的随笔。它是一种最公共的写

作，也是一种最自由的写作。这种写作本身，就是个体言说与公共

言说的有效结合。

有一种传说试图指出，福建是一个“诗歌大省”。如果仅仅

是指诗人的数量和影响力，我以为这种说法言过其实。哪个省域不

是诗人成群？又有哪几个省域举不出若干有影响力的诗人？但我以

为，如果是指诗人在一个特定时代中的精神境遇，福建的诗人及其

写作是极具典型性的。从历史上看，闽人文学长于诗文，而对小说

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至今尚未完全走出这种

宿命的循环。其中的原因，很难给出一个实证性的定论。一个较具

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闽地方言制约了闽人的大众化写作，因而也

就失去了进入白话小说领地的优势。这一说法或许不假，但我以为

还有一个因素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那就是闽人精神生活中无处不在

的“内排遣”传统。闽人是习惯于自我言说的。他们往往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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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而不是向外部世界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在依然保留着传统

生活气息的乡村地区，拜神依然是许多福建人极具日常化的行为。

他们习惯性地在神像前喃喃自语，实则是在与自己的心象一问一

答。这种向内延伸排遣路径的精神构造，也正是诗歌和散文的天然

形式。相比之小说指向社会的丰富性，诗歌和散文更直接指向了个

人内心的细密纹理。闽人对诗歌、散文以及散文诗的偏爱，或许正

是缘于此。他们的天然节奏不是东北人的唠嗑，不是北京人的段

子，而是以沉默为外部表征的内心絮语。这种精神特征也让闽人背

负了一项无端的罪名，那种通往内心的诉说与自救，往往被假想为

深不见底的心计。我以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人们对自我言说的恐

惧与排斥，在“早请示、晚汇报”的时代一度达到极致。如果我们

不理解自我言说是人类话语结构的重要基石之一，也就理解不了我

们为什么要反驳那场极端化的话语运动。正是在这一点上，以蔡其

矫、舒婷为代表的福建诗人，凭着对自我言说的时代性觉悟，在20

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诗潮中成为一面旗帜，也为福建诗歌赢

得了至高的荣誉。

作为一种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存在，今天的福建诗人（也

包括批评家）依然保持着如隐士般构建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精神传

统。如厦门的舒婷、陈仲义，福州的吕德安、鲁亢等。他们对这个

时代的公共话语似乎缺乏志向，因此也很少像文化中心省份的诗人

一样甚嚣尘上。与其说这是诗人的一种刻意姿态，不如说这是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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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心灵隐喻。诗人就是这个时代的隐士，他们是一种逃遁式的

存在，真实地辐射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场，却很少暴露在光天化日

之下。“太阳来到了隐士的家／隐士却不在家”。这是江苏诗人胡

弦的诗句，在此我愿意借它来阐明这个时代的诗人的心灵志。但我

还想说的是，现代诗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存在，不可能完全隔

绝于世。他们往往还借助诗歌之外的形式，介入公共事物，与外部

世界进行对话。在此意义上，我们这个时代不乏令我们肃然起敬的

国内同行。比如于坚，这位自称“在散文写作中向后退”的云南诗

人，实际上是通过随笔这条言说通道重新抵达时代现场，将文学的

态度和立场带入大地与环境、建筑与城市、本土化与全球化等一系

列社会性问题。再说王小波，他不是诗人，却在小说中前所未有地

开辟了自我言说的路径，因而比许多诗人更早抵达诗性的精神国

度。即便如此，他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直面时代议论的随笔写

作，并称这是知识分子在承担应有的道义和责任。我想诗人写作随

笔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诗人不仅仅是诗人。他首先是个人，具有

每个人通常都有的两面性，以及由两面性拓展开来的多面性。当诗

歌在表达一个人的多面性时变得言不及物，诗人就会借助另外一种

表达形式，以探求诗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多种可能性。写随笔就是诗

人延展自己的精神空间的一种有益尝试。正如前文所言，随笔是

“文学广场”，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交汇地带，也是诗人出来

卡遛的绝佳场所。



安琪

006

福 建 卷
中国诗人随笔系列

我想这套丛书的作者是以诗人为身份自觉的，因此才有“诗人

随笔”一说。这么说来，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些随笔作品看作是诗人

的“副产品”。一个成熟的诗人对自己的作品是极为苛刻的，我想

他们对自己的“副产品”也应抱有同样的态度。至于这些随笔写得

如何，实无由我评说的必要。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我再费口舌也是多余的。我更想借这个机会，谈谈对写作的两种精

神向度的看法。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些随笔作品，更多是延续了福建

诗人的自我言说的精神传统。这种“路径依赖”是一种常见现象，

也符合诗人的自我期待，以及多数人的阅读期待。一位学者来到广

场，未必就能抛弃书斋里的习惯，遇见新鲜事恐怕要寻根究底一

番，甚至与自己“死磕”。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合乎常理的。依此类

推，诗人出现在广场，也有自己的习惯性方式。他们左顾右盼，略

带神经质，却不愿参与任何“群众聚会”，就像传说中的“打酱

油”者，一溜烟又飘走了。我作此类比，仅仅是想说明，诗人自有

诗人的专注精神。诗人最关心的，终究还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即便

是写随笔，他们还是习惯于将文字的光亮照向自己的心灵空间。这

本无可厚非，但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时代的声音牵扯着人心，我

们又岂能充耳不闻？但我并非是要主张诗人们去做单刀直入的社会

时评家。诗人自有表达时代经验的独特方式。像安琪一样立誓做一

个女性主义者，将诗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和左冲右突毫无保留地呈

现在字面上。或像鲁亢一样写留学往事，写对疾病与死亡的深度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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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并将它们与读万卷书的知性体验融为一体，再和盘托出。凡此

种种，都是诗人介入公共言说并借以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不同

尝试。

我之于这套丛书的不少作者而言，算是老读者了。这里我指的

是他们的诗歌。对于他们的随笔作品，我却读得较少。我愿意将这

一次的集中阅读，当作一次发现之旅，去看看我似曾熟识的诗人，

其实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更为丰富的一面。

（曾念长：文学博士，现供职于福建省文学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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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无此人

今日端午，一早起床，天灰风暗，雨水若干滴，沾不湿伞面，

却使我的心情略有阴郁。似乎是放假了，公交车上乘客寥落，使我有

足够的时间安坐靠窗的位置看各色人形闪现而过。每到一个站台，就

有面容各异的男女老少或上或下，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脸，有着基本

上可以辨认的脸形，福建的大抵瘦削有骨感，广东、广西大眼凹目、

唇厚额凸，湖北圆脸细眼、个子纤瘦，湖南眉眼周正有新青年遗风，

安徽白净帅气高大，山东憨厚敦实粗壮，山西长脸，内蒙圆脸，如此

等等，倘再加以乡音辅助，那就更是了然。我庆幸自己把一生过成两

生，一生在南方，一生在北方。而我的长相也相应地有了南方北方的

区别，南方的我，瘦小纤弱，整天都在牙疼感冒的小病小灾中；北方

的我，高大结实，像“高大女神的自行车”（海子语），日日游荡在

家门之外的公交车上或公司里，不敢生病也不能生病。北方的“此

生”我才开始（我经常跟朋友说我今年六岁半），正是充满想象力的

年龄，人世种种皆还未知，正在成长中的人生怎能使我诗意消退？

对我而言，诗歌写作并非体现在纸本上或电脑上，诗意留存即

可。如前所述，我从未让我的脑子有个消停，它时时处于高度运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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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吹感伤或见光心喜，人流喧涌时黯然神伤于自己的孤独或转而

庆幸孤独的妙处，譬如可以随时停下脚步看公园中随高音喇叭跳舞健

身的男女，并羡慕于他们舞姿的协调；健步穿行在北京的南锣鼓巷这

簇拥着酒吧、中央戏剧学院、按摩房、咖啡屋、吉他室、茶餐厅的元

朝小巷时，脑中便不断闪现的这样一个词组——垂垂老矣的青春。这

一切，难道不就是诗歌情怀吗？我漳州师院的学弟吴子林博士在为我

并不富裕的生活忧虑时我说，所幸我们还有一个“一箪食，一瓢饮，

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成为我的样板。对我而

言，写诗是件手一伸就能摘到果子的事，它是我荒芜身体荒凉此生的

唯一休闲，唯一娱乐。我从不怀疑我的写作能力，因为生活就是我的

诗歌来源，我所有的诗歌基本都是真实生活而非寓言或编造。时至今

日，我已经把生活过得颇具传奇色彩。每当我不解于我的生活种种譬

如荒诞、无助，我就说，这是诗神的赐予，因为你太幸福和幸运了：

你能表述！

是的，我能表述，把我全部的诗歌按照时间线索串在一起，就能

展现出我出生至今的面貌，我的欢爱与仇恨，我的快与痛，我的不死

的过去和死着的现在，藏都藏不住啊。多年以后人们将在对安琪的追

溯中盖下此章：查无此人。因为——

在死者生活过的尘世，邮差早于死者死去，你邮寄到尘世的信因

此无人传递。

我此刻的生活就是那个死者，我在现世所写下的诗作就是那封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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