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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流淌　爱的奉献
——读颜培林散文集《流淌的歌》

我与颜培林以前并不认识，是我们《黑土情》杂志编委、原黑龙

江生产建设兵团32团副团长方金平的推荐，要我为他的新书《流淌的

歌》写一篇序。由于《黑土情》杂志社大量工作的牵涉，再说我以前也

从未为别人的书作过序，迟迟未落笔。近日，拜读这本散文集，深深被

他描写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所打动，愿与大家谈谈我的粗浅读后感

受。

当我粗粗浏览了几篇《流淌的歌》中的文章，便发觉，这本散文

集别有特色，分量不轻，有许多可贵之处，值得我们，特别是老知青们

认真阅读，深入思考，这样可以进一步推动一代知青写出更多更好的知

青回忆录和文学艺术作品。

这些年来，当年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们有的在写书，有的在写回忆

文章，然而，像他这样用散文形式写回忆录的不多。他在叙事、抒情等

方面力图文学化、艺术化，努力写出一些感悟，提炼一些哲理来。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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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辑：《蹉跎岁月》《生活拾趣》《行旅印痕》《情深意长》。仅第一

辑《蹉跎岁月》就创作了30多篇有关北大荒连队生活的作品。从文章的

标题看：《一张珍贵的通知书》《抹不去的集体乘车证》《难忘的夏锄

麦收》《麦场记事》《远逝的森林号子》《修水利大比武》《筑路》

等，几乎将每个知青当年北大荒生活劳动的方方面面都写到了。如《往

事并不如烟》一文，一口气就写了《脱坯烧砖》《罂粟花开》《冬天刨

粪》《捕鱼趣事》《赶猪杀猪》《学编泥辫》《挖沙运沙》等十几篇，

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无比热爱。

作者对散文颇有研究。“散文是最广阔，甚至可以说是漫无边际

的一种文体，是最自由、最容易写，也是人人能写、人人会写的一种文

体……但是，看来是最容易写的，其实也是最难写的。”“小说有情

节，诗歌有音韵，戏剧有冲突，散文靠什么打动人？吸引人？”他认

为，“散文既无拘束，亦无凭借。这是散文的容易处，也是散文的难写

处，散文全靠感情打动人心。”是的，颜培林的散文就是他感情的记

录，感情的整理，感情的抒发。散文的领域是海阔天空的，大至宇宙，

小至蚂蚁，“任意而谈，无所顾忌。”但绝不是可以看到一点就写，而

应该在内容上深入开掘，在构思上独出心裁，在语言上精心提炼，以小

见大，以少胜多，融情入景，入情入理，做到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

半瓣花上说人情”。无论是写景还是叙事、说理，总是为了告诉别人一

些什么，使读者在思想上有所启迪。

作者在这部散文集中，不少是对家人、亲人、朋友的叙述，表达

了深沉的感情。例如《金婚的联想》、《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等。他

还为外孙女琳琳三岁和外孙两岁时，各写了一首诗歌：

学着说话/虽不流利/却表达连贯/学着唱歌/虽不甜美/却百听不厌/你

顶着太阳/在草坪上玩气球/你牵着明月/在庭院里捉迷藏/你缠着爸妈/要

听美人鱼故事/你拉着弟弟/要去小河边荡漾/你那湖水般的双眼哟/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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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你那樱桃般的小嘴哟/挂满欢畅/可爱的小琳琳/祝你健康成长/迎接

初升的太阳/亲爱的小琳琳/祝你快快长大/学会自由地飞翔。

今天，今天哟/是你两岁的生日/对你，也许是一个朦胧快乐的日子/

对家人，却是一个欢天喜地的盛日/你聪明而玩皮/你可爱而好思/在奇妙

多姿的世界里 /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感悟音乐的旋律/和儿歌的题旨/可爱

的小浩浩哟/愿你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会本领，施展才艺/到那时，外公再

为你击掌鼓气。

深深地表达了他对外孙女和外孙的喜爱之情。

《蹉跎岁月》中许多篇幅都是记录、刻画人物的，几乎每篇都是

感情的记录和抒发。《老连长》刻画了一位喜爱唱歌、非常乐观、风

趣、幽默的58年转业军官。《初识周济》记录了团宣传股股长周济对初

学新闻写作的知青的亲切关爱、细心辅导和热情帮助。更难能可贵的是

作者记录了大量北大荒连队里最基层，最普通的小人物。仅《记忆的碎

片》一文就记录了20多位这样的人物，记录之全、之细、之深，令人佩

服。这些年来，我翻过不下数百的北大荒知青的回忆录，绝大多数都是

写自己个人的、写知青战友的，极少看到写基层连队普通干部、职工、

群众的。从中可见他对普通群众的关怀、对广大基层人民群众的深厚感

情。正像他自己讲的：“我尝试用散文文体写作，是自我情感的坦露和

抒发，无论是叙写蹉跎岁月、生活拾趣的往事，还是抒发行旅印痕、情

深意长的情感，都是我仔细的观察，心灵的思考。在创作中，我曾经有

过每天写三四篇的速度在文学的莽原上疾跑，创作的欲望和感情的闸门

一如潮水，汩汩而来不能自已。”难怪，他的散文能够感人，都是他的

真情的流露。

在这本散文集中，从字里行间可以领悟到作者丰富多彩的人生，

书中有许多热爱生活、亲情友情的世俗情趣描述，也有很多乐天知命、

豁达淡泊的人生哲理表达。在作者的笔下，它将描摹的人生琐事，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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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忘的一刻，将人的真善美展示给大家。

阅读时，我感受到文中的抒情，不是抒发一般的亲情、友情，而

是抒发对集体、对社会、对人民、对时代、对民族、对国家的感情、抒

发的是大爱。就像他自己说的：无论是写景还是叙事说理，总是为了告

诉别人一些什么，使读者在思想上有所启迪，也正如郁达夫讲过的，要

抓住“散文的心”。“心”是连着脉搏的，好的散文总要能从各个不同

的侧面体现时代和人民的理想、情操和风采。巴金曾经说过：“我不是

用文学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鼓舞他们前

进。”

如何看待社会的阴暗面，如何看待社会的丑恶现象？不少人往往

表面看问题，因而陷入消极、低沉，不愿意写、不愿意看，甚至埋怨牢

骚、自暴自弃的境地。例如，这些年来，围绕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

题，如何用文学、艺术来表达、来记录，存在着不少糊涂观念，严重影

响着知青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繁荣。颜培林先生却不同，在他的文章

中，处处都是鼓舞、激励的文字。例如，《往事并不如烟》中的“手表

趣事”一节，他记录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手表失而复得的故事，生动、形

象地表达了北大荒人淳朴、厚道的品质，让人难以忘怀。这样的事例散

文中比比皆是。这些文章准确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始终以“阳光、正面、

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在指导写作。这是思想、学识、乃至理

论修养、道德境界达到了相当高度的人才能做到的。对我们当前社会风

尚的建设、社会风气的好转，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独

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

强大的精神支柱。”“没有中华文化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

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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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鼓与呼。”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地记录现状、原

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

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关照现实生

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

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任务。需要亿

万人民投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建设中去，需要每个

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拿起笔来，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的创

作，都需要千千万万的人们共同参与。我以为，颜培林这本《流淌的

歌》，就是一部爱的流淌，爱的奉献的具体体现。

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深刻的启发，鼓舞。我们欢呼有千千万万的像

他这样的优秀散文集、诗歌、小说、戏剧的诞生。

翁德坤  　　

201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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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散文历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近代，

散文是指与小说、剧本、诗歌并列的一种文学形式，专指用优美文学语

言写成的叙事、记人、写景、状物的文章。散文不同于剧本中作者退隐

幕后，也不同于小说中的“我”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散文中的“我”就

是作者本人。散文写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作者的生活

和思想的真实经历，“我手写我心”，直接地体现作者的个性。散文是

一种最自由的文学样式，它既不受韵律的约束，又没有时间、地点、人

物的限制。写作者既可以随着思想的野马，任意驰骋，也可以在这个大

千世界信步漫游。当代作家周立波说：“常凡国际国内大事，社会家庭

之细故，掀天之浪，一物之证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观，

一星思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快乐，都可释于纸上，贡献读者。”

自古以来，散文佳作总是既写景，又写情，情景交融。景是文章

的肌肤，情是文章的灵魂，意是文章的骨骼。历代的传世文章，都是触

景生情的，范仲淹《岳阳楼记》的灵魂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杜牧《阿房宫赋》的点睛之笔是“灭六国者六国也，族秦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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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也”；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了千古名

句；周敦颐的《爱莲说》一百来字，“出淤泥而不染”六个字就占尽全

篇风光。柳宗元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寥寥数百字，似是客观写景，

但凄清之情笼罩全篇，寄寓着作家的心境。“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

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这一环境，写出了作者被贬的凄凉心

情，写潭水清冽见底，又衬托出作者坦然的襟怀，写潭中的鱼儿，既衬

托出潭水的清澈，又表达出作者自由自在的高兴，只是有点无可奈何的

悲凉，却充满了作者“穷则独善其身”的心志。在现代作家中，鲁迅目

阅白雪纷纷而抒怀，形成《雪》的精魂；茅盾见白杨挺拔而命笔，致成

《白杨礼赞》；巴金观朝暾乍涌而心吟，因有《海上的日出》；吴伯箫

忆纺车声韵而挥毫，写下名篇《记一辆纺车》；杨朔赏茶花绮丽而引起

创作冲动，留下脍炙人口的《茶花赋》。正如冰心曾经说过：“我们中

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最众多的国家。”在我国文学宝库中，优

秀的散文作家卓然林立，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篇章。

早在读小学时，就囫囵吞枣地背诵过朱自清的《春》、郁达夫的

《钓鱼的春画》等名人作品的有关段落，读中学时，正遇“文革”动

乱，即使在“读书无用论”的背景下，我也想方设法向别人借阅鲁迅的

《朝花夕拾》、泰戈尔的《新月集》等散文作品阅读。“文革”结束

后，在大学里，对散文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及至毕业走上教坛，由于

教学的需要，更是经常翻阅古今中外的散文作品。至今还能全文或大

段背诵《小石潭记》《爱莲说》《曹刿论战》《岳阳楼记》《背影》

《银杏》《白杨礼赞》《绿》《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海燕》等古今

中外的优秀散文名篇。但是真正涉足散文教学的研究与写作，是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宁夏支教的时期。多年的散文教学的实践探索，使我

懂得了品味散文，要能真切地体会作者所创设的情景（感情气氛），能

领悟到作者所表达的主题和思想感情，进而产生感情上的共鸣，从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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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对文章的理解。品味散文，要领会散文独特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寻

找散文内在的韵味。品味散文，还要抓住文中的重点词仔细理会，反复

揣摩，才能对散文理解得更深刻，更透彻。教学中，我对“散文”情有

独钟，一直把它当成自己心灵最好的朋友，一边读一边感受，一边教学

一边聆听。多年来，在我的心中散文又是一个既美姣又多情的小女孩，

对着我诉说，对着我微笑，对着我讲她的心灵深处的故事。记得在教读

鲁迅的作品《风筝》时，我初读课文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到了

童年与弟弟抢玩具时的认真和快乐，以及回家后被大人责怪的忐忑和狼

狈。突然间有所顿悟，我带着一丝怅然，一丝心酸，把我的童年讲给学

生们听，让他们和我一起分享童年的快乐和烦恼。在研读散文教学的过

程中，也渐渐爱上了散文创作，我开始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写起，抓住

每一次灵感，写下每一个字。同时，在教学中，为了以读促写，以写促

读，真正做到把读写结合起来，我不仅让学生写，而且自己亲自下水，

并把写好的文章油印给学生，让学生品头评足。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

期，有时把自己发表的散文印发给学生，目的是更好地帮助学生写好文

章。平时我还利用阅读课、拓展课，把平时从各类报纸杂志剪贴下来的

有关散文作品与学生一起分享。

一般说来，有“思”才会有“想”，有“感”才会有“情”。在

这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中，你对身边的一事一物是否留意过？对路边的

一草一木是否观察过？如果对你身边的琐碎小事，对你眼前的一草一

木，总是视而不见，漠不关心，那么你永远难得有“感”。“感”也许

是来之于联想，把你的所见所闻常常和自己的命运、社会、人类联系起

来，你就会有所感受，就会产生思想。世界给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的，问题在于你自己是否曾经留意，是否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这就是要

有心，处处留心，感受力就会提高，也不会流失生活中对自己有启发的

东西，见多就能识广，百思才会一解，从而就能练就一双不同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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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力”，又能产生丰富的感触。叶圣陶先生的《藕与莼菜》这篇散

文，在吃藕与喝莼菜汤当中，生起恋乡的情思，在自然、质朴、清新的

语言中，抒发了思乡的情怀。

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有过知青的经历，也有过教书的生涯，为我

散文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资源。丰富的生活为我散文创作开拓了广阔的空

间，每一片地域，每一个具体所在，都有着自己独特感受的一面，为散

文写作提供了不重复的天然优势。在创作中，遵循前辈创作的经验，感

情的冲动不达到饱和点的时候不写，写起来便毫不掩饰自己对人、对

事，对山水、花鸟、木石的真实感情，并让它尽量地顺着笔尖流露出

来。写出自己的人格识见、学养趣味，描摹出亲人、朋友的音容笑貌、

声欬吐属等等。近年来，阅读、创作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回味

我写下每一个字时涌上心头的那些人生的感悟，往事之于我的人生之

旅，蕴含着那么多意味深长的内容，丝丝缕缕地拼接成了一条我人生亲

历的逻辑链条。作为文学爱好者，我没有人生苦短的长吁短叹和“为赋

新词”的无病呻吟，而是潜心地观察与记录我的心路历程，去捕捉在时

间之流中所发生的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变化。莫言说得好：“当笔下肆意

挥洒的心情化为汉字，我将用它记录人生。”我把写作当成一场心灵的

修行，一次生命的旅行，且行且吟，且悟且歌。每当我的小文给人带来

哪怕是丁点的快乐时，我都会窃喜，乐上一阵子。

本集分为四辑：第一辑《蹉跎岁月》、第二辑《生活拾趣》、第

三辑《行旅印痕》、第四辑《情深意长》。写《蹉跎岁月》这一章节

时，我多次翻阅了上山下乡期间的日记，看到了自己的足迹。一个平凡

而普通的中学生，怎样把自己融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中。这是一

段两千万人的历史，也是一个中学学生上山下乡的生活道路，它印证了

一代人的一段生活，也印证了一个青年人的成长。这就是历史，这就是

中国知青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平凡，但它真实。我希望用自己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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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实的生活，从一个角度来折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段历史，那将

是我莫大的荣幸。我热爱生活，珍爱生活，我有一颗感恩而敏感的心，

我需要以文字的方式倾诉和沟通。生命的历程中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我

愿意用业余时间慢慢讲述给你听。囿于本人学识，无论构思与立意，还

是剪裁与提炼，手法与笔调等方面都会有许多不足之处。也许有的篇章

读来觉得干涩，品咂无味；有的只能告诉别人一件事情，而引不起任何

联想，心领而不能神会。有的看来也具有了某种要素，但没有完成主客

观、情与景的较好契合；这都需要在以后的创作中不断探索，不断完

善。

巴乌斯托夫斯基说“真正的散文包含着诗意，犹如苹果包含着汁

液一样。”这诗意的汁液靠什么生成？靠感情。作者依靠感情这个探测

仪，在周围生活中探测诗意，寻觅诗意。所以有人说“思想感情是捕捉

诗意的触角。”当然，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产生诗意的“震颤”，

只有当你受到生活中某些现象所牵引、所刺激、所诱导，情绪波动，翻

腾不已，这时，诗意蠕蠕而动，你才能喷玉唾珠，留下动人的文章。要

是你对现实采取冷漠态度，思想感情与生活材料处于隔离状态，也就是

说，感情的探测仪尚没有探测到生活的闪光点，那么，诗意就不能产

生。由此看来，要寻觅诗意，必须向生活学习，同时应该始终抱有一颗

童心，像孩子一样对周围一切都抱有新奇感，哪怕熟悉的、平淡的事

物，也都不能产生厌倦情绪。刘白羽有一段经验之谈，他说：“我写一

篇散文，一般是酝酿很久的。最初是思绪万千，枝蔓繁复，往往如置身

茫茫大雾。只有当我苦苦思索，深入再深入，一下获得那样一种深深打

动我心弦的意境时，我抓住这一点，才能豁然开朗，融会贯通。”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是心灵世界赖以存在的厚实土壤。

没有生活，心灵世界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成了一片空洞洞的

世界；没有对生活的热爱和讴歌，就写不出富有生命的文字；没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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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文学，就没有散文。在今后的创作中，从散文名篇吸取营养，用

心去体验生活，去审视，去探索，去解悟，去感应，结合自己的气质和

习惯加以创新，不断地在创作实践上进行磨炼。我对散文的追求应该是

“语淡而味终不薄”，能自然一些，同时也能写出一种适意——来自身

心两方面的快感。写着，并快乐着；或者说，快乐着，因为写着。总

之，散文是真的艺术，也是美的艺术，唯其真，它才美，失去真，也就

失去了美。不做作，不虚伪，真正将自己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

来。

颜培林  　　

201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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