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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贴近自己人生的写作

刘　华

　　这世上很少有人不愿照相的。自恋者不仅要照生活照、

艺术照，甚至还要去影楼拍昂贵的人体写真集。即便是不

太满意自己形象的人，也大抵有本私人影集。无论何时打

开，主人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等各年龄段的形象就会

跃然眼前，让你在意识到时间流逝的同时，也感受到某种满

足—你用胶片留住了生命的精彩时刻。

　　它不仅对你，对你的亲朋好友、后代，都有着私人史实

般的价值。

　　文字也有类似的效果。所不同的是，照片保留的是人的

体貌标本，而文字保留的是人的精神标本。更主要的，制作

文字标本的难度远远大于按响傻瓜相机快门的难度。你不仅

要有驾驭文字的技术，还要有直面内心的勇气和恒心。

　　所以，这世界上有精神影集的人远远少于拥有形象影集

的人。谢明明，则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不清楚谢明明最初爱上写作的动机，但从他的文稿中可

以窥出，作家梦似乎是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全部。他写

作《心中的高原》这本书时，并不拥有专业作家的身份和心

态。他的职业身份是政府公务员，这些文章基本上是他在工

作之余集腋成裘攒起来的。在文体上看，大多可以算做是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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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散文，可以谈的话题太多，因为散文这概念本身就

是一个没有边际的大箩筐：乡土散文、小女人散文、大文化

散文、新散文……各种各样的潮流层出不穷，既互相支撑又

互相否定。谢明明的散文，肯定不在这些飞速流转的旋涡当

中。

　　从总体看，谢明明的写作既没有领潮流之先的野心，也

没有专业作家常有的炫技的虚荣。他从事的是一种更贴近自

己人生的写作，也就是说，正是我前面说过的是在用文字制

作精神影集。这样的写作，很难给作者带来名与利；甚至，

不一定会引起太多人关注。不过，也许正因为摒弃了这些有

害于写作的杂念，才使得作品更纯粹、更质朴，更具日常生

活的体温了。

　　本书共分“心灵吟唱”、“生活品味”、“故土情

愫”、“城市写意”、“灯下漫笔”五个小辑。“心灵吟

唱”侧重对内心世界的探寻和描摹；“生活品味”品味的是

日常生活的印迹和情趣；“故土情愫”怀念的是故乡与故

人；“城市写意”把目光聚焦在作者栖身的城市里的那些有

意味的角落；“灯下漫笔”则主要记录了作者对于世间百态

的看法。五个部分，依次代表人生的深度、温度、浓度、宽

度和发散度。

　　印象较深的是前三个小辑的一些文章，它们非常写实地

逼近了谢明明的日常形态与精神内核。最令我感动的，是

作者精神架构里十分突出的根的意识。他特别钟爱自己的故

乡，以及与故土有关的生命的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

个敬重乡土与血缘的人。这个根，使得他无论走多远都有归

属感。另一个重要的根，是他对于内心世界和做人尺度的坚

守。他文字里许多细节和观点都将这点展露无遗。这使得他

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和繁华中，都不会丢掉淳朴迷失方位。

　　我并不熟悉谢明明本人，《心中的高原》却为我刻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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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立体画像—一个一面认真生活，一面细心品味，一面

真诚记录的人。这，或许就是文字的高妙之处。

　　和一些专业作家相比，谢明明的文字还可以向更生动更

具个性的方向发展，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期望。其实，这

个世界只要有一半人能做到他目前的状态：一面认真生活，

一面细心品味，一面真诚记录，那么社会的文明程度可能就

要跃进到新的层次。

　　在我看来，人的一切技能都是业余的：绘画、歌唱、医

疗、建筑……人类自古至今最重要的专业其实只有一个，那

就是：好好生活。

2009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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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平淡的风度

朱法元

       谢明明是一个平淡的人。

　　他的工作很平淡。从县里到市里省里，都是坐机关，都

是绞尽脑汁爬格子，加班加点摇笔杆子，无私无怨地奉献着

自己的青春壮年时光。

　　他的家庭很平淡。成年之后，他就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过

小日子，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儿子成才留学东洋，虽无豪宅

也有雅室，一家祥和其乐融融。 

　　他的生活也很平淡。每天两点一线，在单位与家之间徘

徊，就像这两头有磁铁，使他这根线从不会偏离轨道。他不

饮酒不打牌，不喜唱歌跳舞，不会垂钓江湖，为解几次迁徙

带来的孤寂和行文思考带来的苦恼，不幸染上了烟瘾，由此

常常遇到妻子埋怨责怪等多种不便，听说还想把烟戒掉，这

真是男人的一大悲哀。

　　然而平淡不等于平庸。平淡之中往往蕴涵着崇高，蕴涵

着伟大！

　　在明明这种平淡人生的表面之下，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炽

热火焰。

　　火焰在地下运行，要么永远沉寂，要么喷薄而出，要么

就是化成热能，就像冰岛的地热，以平和的形态出现，贡献

于人类。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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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以为，读明明的《心中的高原》，就可以窥见他心中

的这团火焰，正像地热般缓缓涌出，把温情暖意洒向人间。

　　遍览诸文，掩卷思之，我在感慨感动之余，又有四字感

悟，这就是：超、情、高、大。

　　“超”即超然。智者的平淡，就在于他能参透世事，然

后淡然处之。身居政界的核心部门，耳闻目睹的人间万象，

所接触的世态炎凉，该是多么丰富多彩、多么千奇百怪！人

非圣贤，谁没有理想追求，谁不会推人及己？特别是对于胸

怀大志腹有良谋者来说，当自己的付出与获得很不成比例的

时候，或者当黄沙掩金人不识、锥子虽尖不入袋之时，应该

说有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是正常的，都不应该对之苛责强求。

但有一种表现是最高境界，这就是超然。我不知道明明是否

遇到过诸如此类的人生际遇，只是他的文章里面，确实贯穿

了一种对人对己对事对世的禅心佛境，你能从他的字里行

间，感悟到那种平静处世、淡然于事的襟怀。

　　从《心中的高原》的许多篇幅中，我感受特别深的，是

明明的情感世界。别看他平时不善言语，看似冷酷，其实他

的心中盛满了情感，而且那情感是那么细腻，那么绵长。对

长辈亲朋，他的情浸入肺腑，痛彻心肝；对故乡山水，他的

情化为诗歌，在心中永远吟唱；对工作事业，他的情就是热

爱珍惜，尽心尽责，孜孜不倦，乐此不疲。俗话说人有七情

六欲，实际上情与欲是截然不同的，情指向利他，欲指向利

己；情是付出，欲是索取。两者方向截然相反。比如，爱情

是给人以爱，而性欲是想占为己有；友情重在能为朋友做什

么，而酒肉朋友只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对工作的热情，

是事业心强的表现，是想在其位谋其政，说大了是贡献于社

会人民，往小处说也是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手里的几个工资。

而官瘾钱瘾之类的欲望，则是不择手段谋取私利，贪得无厌

据为己有。因此，有情的人是最愿意付出的人，是最可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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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与之交往的人，亦是最应得到重用的人。

　　在我眼里，明明是个高士。高士者，高雅、高洁、高尚

之谓也。读《心中的高原》里的文章，我就有如沐清风、如

饮甘露之快。他能在生活中品出真谛，在事物中寻找哲理，

在事件中舒展壮怀。特别是对过去生活用品的追思，对故乡

旧事旧景的念想，既给人以淡淡的乡愁，又把人引入对美好

生活的怀念。而在对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奥运会等重大

事件的感悟中，又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他对生与死、义与

利、爱与恨的观点，给人以有益的启发。就是于一烟一酒、

一茶一水之间，也像朋友相见，轻谈细论，挥洒自如。

　　毕竟明明长期供职于党政机关，在他的心里，自然时刻装

着大局，系着民生，而这种“职业习惯”竟也自然而然地进入

了他的文集之中。当然这里没有口号，没有说教，而是一种思

维的线条、思想的流露。读到一些诸如科学发展、环保、德

政、体制机制建设等的思考时，我们就会自然产生共鸣。古人

云：国之兴亡匹夫有责。离开了大局，离开了治国之政、理国

之道、维国之序的关注和忧虑，文学的功能又从何谈起呢？从

这点看，《心中的高原》的价值应是有所升华的。

　　我和明明是修水同乡，有着“修水人”相似的性格。这

种性格究竟是不是先贤黄庭坚、陈寅恪等遗传下来的呢？我

等不敢妄言之，更不敢胆大妄为与他们相提并论。但他们那

种秉性、那种风格，确实在很多修水人身上见得到。那些东

西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也说不清道不明，反正生成的脾

气，改也改不了，既不为之自豪，也不为之自卑。不论因此

得志也好，失意也罢，我想都应视为无关紧要，只要能悉心

守望着一份平淡，保持着平淡的风度就好。明明要我为他的

大作写序，我在拜读之后，战战兢兢地写下了上面这些话，

希望能起到门童的作用，为读者诸君作个引荐。

2009年8月8日于南昌三纬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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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灵吟唱

仰望一生

家庭出身不好及家里经济困难所造成的胆小自卑心理，使得我

自小就养成了低头走路的习惯，但这并未影响我仰望。我想，仰望是

一种神圣和美好的视角，是认知世界和人生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角度。

倘若没有仰望，人活在世上，显得太平庸、低俗和卑微，愧对上帝赐予

的眼睛和灵魂。人活着之所以美好，生命之所以宝贵，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也许就是由于需要仰望，能够仰望。

大千世界，漫长而短暂的人生，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仰望一生！

我仰望星空。在那远古时代，伏羲坐在高台上，仰观天文，俯察

地理，思索多日，终于画出了八卦图。想必那高远深邃的星空给了伏

羲超人的智慧和奇特的想象，让伏羲天才地开出帮助人们认识宇宙

和自然万物的一扇窗户。两年多前，我们的现任共和国总理发表了一

首题为《仰望星空》的既充满浪漫色彩、又具有睿智哲思的诗歌。作

为那么高级别的领导人物，总理仰望星空，起点、视野和心态可能与

一般人不尽相同，却道出了人们的普遍心声，因而引起读者的强烈共

鸣。我作为一个常人，仰望星空不可能有什么伟大的发现，也写不出

优美的诗歌，但内心同样产生奇妙和强烈的感觉。我觉得，星星是宇

宙的眼睛，仰望星空，可以窥见宇宙的灵魂，进而和宇宙融为一体，

深切体验到什么是浩瀚无垠、高远深邃、永恒神圣，对宇宙万物，对

生命，产生不可撼动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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