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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动 如 风 ，抒 之 若 乐
———读张安雯同学的散文

? 朱 鸿

一个礼拜天的黄昏，有朋友拿给我一摞待印的稿件让我看

一看，这便是张安雯的散文。我没有见过张安雯，朋友的介绍也

极为简略，她留给我所有的印象遂不过是一个高中生而已。甚

好，我可以不受任何影响地读她的作品。

开始既不兴奋，也不抱特别的希望，因为今天的中学教育我

还是知道的，无非是把学生当作一件孕育分数的肉具，设法榨出

其分数罢了。大学生也不会写散文，高中生能写怎样的散文呢?

但张安雯的散文却终于使我惊喜。当然，我确信她属于个案。

她的形容从其作品之中脱颖而出，或是其作品雕刻并塑造

了她的身影。我感到，这是一个孤伶的少女，她似乎独立在时代

的河岸。她并不在水中，甚至也不是潮流的一朵浪花。时代强

大，浩浩荡荡，然而她不为时代所裹挟，她也没有那时代极易给

一个高中生所打下的只懂做卷答题的烙痕，甚至成为灵性遭磨，

青春贫血，唯驯顺于考试升学的模型。她显然不在这个巨大的

模型之中。她是从另一个模型出来的，具有丰富文学艺术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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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滋润，遂能情动如风，抒之若乐。

能写散文，当然好文学，好艺术，不过张安雯习文并非那种

一事一感或仅能描摹生活的套路。她视野开阔，对屈原、陶渊

明、李白、杜甫和苏轼，都有学习并领会，而且也透露了对这些高

士的景仰。她对《圣经》及莎士比亚、尼采、罗曼·罗兰和弗洛伊

德也并不陌生，甚至汲汲摄取他们的观点，以融于自己的作品。

凡是人类的文学艺术，不分东西，都是传统。张安雯难能可贵的

是，她已经把自己置于此伟大的传统之下，并以自己的兴趣和志

向求索于传统。此举是这个时代寥若晨星的闪光，是一种罕见

的健康状态，必然推崇并支持。

钟灵毓秀，不偏任何一个时代，也不亏任何一个时代，但结

出果子却是需要深沉思想的。张安雯的作品，所能显示的才华

汪然如泓，尤其重要的是，她有对错，有是非，有善恶，而且敢于

判断。这些皆源于思想，思想着也让她深情厚意，并获得了源源

不断的灵感。小说家可以凭故事而撰，但散文却靠徳识才学。

德在首，是因为: “有德者必有言。”此乃孔子的教诲。孔子也说:

“有言者不必有德。”是指贫嘴可以盗名，卒为末流。

张安雯当然也是初作散文，要求她意蕴厚重或语言精练，就

不免苛刻了，然而她的作品自有出色。她的散文总体属于内倾

性的，凡时序、开花、落叶、阴晴、聚散、盛衰，都会触动她的心。

顿悟一起，感遂出之。她还优于把对具体事物的体验推向理性

追究，从而常使散文带着哲味。她说: “有了思想，有了体魄，这

才是真正的青春。”说: “爱的力量，会给予无法做出选择的生命

一次宽宏的机会。”说: “你是谁，你将成为谁，你要成为谁，你为

何得成为谁，你该如何成为谁。”虽是少女，不失老到。在散文的

结构上，她一再做着尝试，以能创新。她用字淡雅，用语从容，不

求华丽而固有摇曳与顿挫。她具一定的古典文学之修养，并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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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其精华融于自己的作品，这也是一种聪明和早熟。她观察细

致，小巷、大街、春雨、秋叶、茶香、夜灯，无不形神在目，胸有成

竹，并努力以其辞，达其意。对辞达的过程，苏东坡有论，他说: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

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 ———是之谓辞达。”谨盼张

安雯多琢之磨之，行之动之。

这是我的序吗? 我不过是推荐张安雯的散文而已，我也更

是声援张安雯所走的让自己茁壮成长的路!

二〇一五年六月七日，窄门堡

［作者简介］朱鸿，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写作学

会副会长。首届冰心散文奖和第二届老舍散文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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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滋 养 少 年 心
———序张安雯《如是》

? 陈希学

张安雯，这个正值青春的少女幸运地遇上了文学，喜爱上了

写作。读她的作品，是 8 年前的事情，那时她就在我主编的《少

年月刊》上发表过习作。编辑认为不错，读者也反响强烈。3 年

前，她爸爸给我拿来一叠准备付印的书稿，让我看看，并说这是

女儿在初中前写的文章，大多都发表过，其中有《新作文》《中华

活页文选》《中学语文》《西安晚报》《华商报》等，当时还托我给

这本集子写序。因为是孩子的书，我欣然应允下来。我虽在作

品鉴赏上眼力不济，在评论上思想与笔力有限，但还是从态度上

认真对待。记得当时我逐篇细读完所有作品，眼前仿佛站着一

个骑着旋转木马的幸福少年，讲述着一个个缤纷绚丽的青春故

事，让我从内心里感悟着花样年华里的种种情愫和成长经历:那

些甜甜的笑，那些淡淡的伤，那些流年的心情日志，引起我的情

感共鸣……

这次送来的书稿共有 50 多篇文章，分 3 个章节———《月光

染了樱花》《自语书》和《身与心的旅行》，读来让我颇感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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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确实比第一本《梦汝来期》更富诗意和内涵，既不重复别

人，又力求不重复自己。她把每篇文章的篇幅控制在千字左右，

用拿捏得当的叙述，恰到好处的抒情，表达出自己对生活、对社

会、对价值观的理解。难能可贵的是，她能运用散文文体审美的

特征，书写自己的亲历见闻和感悟，灵活运用诗歌、小说，甚至戏

剧等文体，把散文自由捏拿，使之幡然鲜活，充满美感。这一点，

展示出了一名少年不同凡响的文学功力。

读着张安雯的作品，我感到她是一个敢于揭示生活，敢于揭

示自己的思想，敢于把年少的困惑、无奈、任性、天真、不满、追求

置于笔下的青春少年。比如《清明如初》中就写道: “生活里七

劳八伤，大多与我无关，有时绝望，有时孤独，私以为是人之常

情，沉默如锁，钥匙遗失，乃至沉默如迷，纵深如渊。我愿长此以

往，巧妙缄口，沉重也仍专注。”又如《如我当初》一文中写道:

“生而为人，又有几人能抉择自己的万事，能够选择的不过是生

活灿烂如阳，而非冷若冰霜。”再如《成长》中所写: “我懂得了，

生息伏乏，聚散枯荣。这是世间常态。我成长了，这便是现

实……疲惫得已经难分好坏。我不知道什么是欢乐，什么是悲

伤，只把那当成一种情绪，便已不识他们口中的消极为何物。”童

年是幸福的，而孩子对幸福没有理解。少年是幸福的，孩子却更

多地理解为痛苦。这是对成长中的孩子最贴切的写照。张安雯

在《福与痛》中写道: “儿时，你将压岁钱放进储存罐，连同对糖

果盒玩具的甜美想象都交给它，储存罐就是幸福的载体。而今，

你把爱和希望，像存放压岁钱般放进别人手里，连同忧伤、孤独、

哀痛和对美好的所有指望。”这些少年内心的描写，其实是当代

少年真实的写照，是社会生活的折射，是对少年内心的暴露。她

让我们看到了少年真实的生活，让人不由得冷静地思考生活对

孩子的影响，以及孩子成长的真实走向。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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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张安雯在“向着内心深处写作”，勇敢而坦然地

面对自我，面对成长中的人生困境和情感困惑，向着心灵深处前

行，把少年内心最纠结、恐惧、隐秘的东西展示出来。但是，从她

的作品中，我更多的还是感受到了温暖，她的世界里，到处都充

满着阳光，光明是她成长道路上的永恒支点。她在社会体验和

文学熏陶中感知幸福，感知生活，感知人生价值和意义———“在

字字斟酌的生活里，何曾有过片刻完整，而我们如何止住悲伤，

不就是因为:即使童话之门早已关闭，你依然相信，这迷惘世界

的背面，是美和善意。”这就仿佛生活中的阳光碎片，已完全切入

了她的生活和意识中。这完全是一颗纯真的少女之心对生命的

体验和审视，乃至对灵魂的拷问。

读完这本集子，我的总的感受就是，张安雯的心灵异常敏

感，感悟极为丰富，外部生活的任何事物，甚至生活细节的变化，

都能拨动她心灵的琴弦，都能成为她文学的内涵和意向。带着

这种感受，我与她，及其家人做了交谈，我的感受不断加深，原来

她的确是一个挚爱读书的孩子，真是文学滋养少年心啊!

阅读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十分重视

阅读能力的培养。我们知道，阅读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为解决

生活中的问题而进行的信息性阅读;还有一种是文学性阅读:以

阅读乐趣为根本动力。张安雯注重的是文学性阅读。她告诉过

我，她不仅喜欢阅读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阅读中把自己

与作品融合，想象其中的事件、人物对话、情感世界，在这个过程

中一边享受语言本身的美感，同时还可以体验跨越时空的人生

阅历，从而获得巨大的心理满足，得到阅读的乐趣。阅读文学作

品，既能够扩展生命的经验，又能让人了解千姿百态的社会与世

界。“读书如稼穑，勤耕致丰饶。”成长在信息时代的张安雯确信

读书与成长有着不解之缘。少年之花香与书香交融，书籍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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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伴，给她的书写增添了文气与秀气。因此，今天的这本集

子，给我们呈现了一朵含苞待放的文学蓓蕾，绽放着她的美丽，

亦焕发着生活和艺术的光彩。

关于文学表达的技巧问题，张安雯还是一个学生，可以在今

后的创作中不断娴熟。我相信，这本书的正式出版，会把一个少

女的童话世界干净、纯粹、清丽、简洁和优美的一面展示给读者。

同时我也祝愿，今后的张安雯会在“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名

言的激励下，为建设好自己的精神家园，博览群书，滋养灵魂，朝

着文学大厦，拾级而上。

2015 年 6 月于西安庸耕斋

［作者简介］陈希学，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陕西省少

工委副主任、《少年月刊》杂志社主编、《当代青年》杂志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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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染了樱花

巷 子

灰砖泥瓦，夜晚刺眼的黄色路灯忽明忽暗，拽出长长的影

子。人烟稀少，冷清宁静，仅是如此了。

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这条巷子:普通。

今天晚上，又下雨了。于是我又不由自主地拐向那条巷子，

撑着一把与其映衬的普通的伞，荧光黄的，算是为这条阴暗的巷

子增加一抹小小的光彩了。

尽管经常去走，可是从未走到头，只是到了一堵满是醒目的

红色和绿色涂鸦的砖墙，就向回走了，期间迷迷糊糊地曲曲折折

拐了无数个弯，到最后也总是记不清。我不知道在巷子的尽头，

都有些什么，甚至不知道，它是否有个叫作尽头的地方。

一道上曾遇到过墙角的无名草，即将凋谢却怎样也不肯低

头的花，细碎的石子，甚至于光滑的苔藓，以及苔藓边上、树荫底

下的蘑菇。我不是很清楚地记住其中某一个，也可以说，很多到

现在还都是陌生的。我自然也说不清，花、草、苔藓、石子、蘑菇，

任何一个和我都有什么关系。偶尔会有擦肩而过的人，一个个

相似的表情平静，十分平静，平静得让我感到怀疑，他们是否有

表情，他们是在想什么，他们在这条巷子里走过多少次，被我看

见过多少次。以上产生的问题，没有一个答案是明晰的。

于是就这样，我学会了在巷子里熟练地转弯，直走，再转弯，

再直走，以及如何与三个人并排行走而丝毫不碰到。记得以前

有个作家把这叫作“散漫的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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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学会了如何在人生的道路中转弯，直走。我渐渐记

住了巷子里每一堵横在眼前的墙的位置，也想通了在走人生长

路时，我应该躲避的东西。

好吧。我想我只是一个人，走过一条晦暗的巷子罢了。这

是无法改变的，也是必须适应的。

我已经不想关心在它的尽头是什么了，是桃花源还是禁林、

霍格沃兹，或是堆积如山的日子也罢，都已经无关于我。我所要

做的，只是一个人走过眼前所能看见的路，小心翼翼地。或许

呢，我会忘记前面走过的某一段，但是只要走过了，也就无所谓

了，在心中描摹它的样子，同时满怀信心地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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