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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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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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内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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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说这是诗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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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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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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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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今日雨后

宽阔的公路中间绵延着铁栅栏，她们有的靠在上面，有的站在

一旁，手里提着串连成圈的茉莉花。车等红灯时，她们迎上去，晃

着，兜售茉莉花。我的日语老师如能看到这样的情景，想必先“啊”

地惊讶，然后举起照相机。20世纪70年代后期她来到中国，北京、上

海，有几次她举起照相机，被“有关人士”喝令“不能拍”。在课堂

上她形神兼备地提起这件往事。我很想听下去，听她的评论，但却不

可能，除非我们私交甚笃。中日建交后来了一些日本人，其中有一些

还满怀“革命者的朝圣的热情”。他们受惊于这个在当时管制严酷，

色彩单调，贫困落后的国家，而且它的肆无忌惮的苍蝇一视同仁地骚

扰他们，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

也来了，还去了中南海，他似乎无意于讨论这种形而下的问题。在他

看来，帝国还是帝国，只是空余“龙的骨架”，但阴郁潮湿，等级森

严，又“深不见底”。

我跟日语老师不过是在课堂上碰碰面，我不知道她的姓名。她

只能在教外国人的初级语言学校授课，也实在不必对那些学生太过熟

悉。他们前途有限。他们整天忧虑的是“我怎么才能一直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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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学校无非用来过渡。

那些卖茉莉花的妇女在本城只出现了一天，她们的生意带有“行

为艺术”的嫌疑，既危险又夸张，城管不会坐视不管的。

长崎多山坡，白天能见到警察独自骑着单车晃来晃去。晚上则一

队人打着手电筒在巡逻。日本之所以治安无大碍，与警察的见面率颇

高有一定的关系。

我在尽量不让人知道的情况下飞往长崎，这是一种心虚的表现。

几乎所有知道的人，都认为我找到了一条淘金之路，未来的“万元

户”。我也认为只有这条路可以走，打工赚钱去。但我还是有点与

此不同的幻念，以至于这种幻念渐渐占了上风。“我要逃离这座村

庄，不回头，以死为誓。”其自我期许的坚定意志如爱伦·坡的《乌

鸦》，每一段最后一行的“鸦噪”——“永不复返”。我年轻时读过

一点东西，有人写到19世纪美国的一位画家，将彻底离开出生地看得

很重，极合我的心思。你兴许可以找到比这更绝望的例子，我可找不

到，我也不太相信能够实现这一梦想，但我日思夜想，逃离村庄。

我的行李中有蔡志忠的中国古典著作的漫画，奥迪塞乌斯·埃利

蒂斯的《英雄挽歌》，我的幻念中的一小部分：阅读、写作，像兰波

似的“天才地毁灭”，或者更好；像马拉美，优雅、精致、博学，于

诗艺，于生活，过得忧郁的实在。

黎兄曾浅浅地责备过：“听说还上了日语班，怎么日语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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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我也有点焦急。在这座小城日语好的外国人都很难找到像样的

工作，而你，一个瘦小的看上去有点像书生气却没有语言天赋的穷光

蛋，打算吃谁的免费午餐？

黎兄健康、帅气，公派留学生，住着山上的较为宽敞的公寓，家

具齐全。他临走前还说要把家具送给井上博行（我的担保人），后来

“井上还是有点为难，日本人不好意思……”

我已经渐渐忘记了在那里碰到过的人。前几年我偶尔还会问“他

们怎么样了？”礼节性的，叶公好龙式的。现在我要去搜索，人物才

浮上来。也没有人要来与你叙旧，然后“话新”。我就像《母亲》这

部日本电影中的“一个月的临时母亲”，她耐着性子照顾孩子，询问

“结婚还是不结婚”，私下里在找房子要搬出去。我一个人鼓起掌

来。太对了！

与人交往纯属多余。“没有人愿意因自己的缺点而被人怜悯”，

而优点，假如有的话，又不够分量。更糟的是，我还真信了“没有成

为巨人的并不需要满足于做一个矮子”的类似这样的“格言”。我一

度走不出《英雄挽歌》的悲情之调：“哎呀，山鹰问，那个年轻人哪

里去了？/于是所有的小鹰都惊讶那个年轻人哪里去了。/哎呀，母亲悲

叹着问，我的儿子哪里去了？/于是所有的母亲都惊讶她们的孩子哪里

去了。”我们能哪里去了呢？塞在冷冻车里越过边界？在飞机上冲掉

护照飞过边界，挤在船舱里渡过边界，还是一脸严肃的傻气走在长崎

的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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