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文学遇见山海
连日来，作为三毛文学周系列活动之一的“定海拾文·获奖作家定海文学采风

活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获奖作家循着三毛的文学足迹深入定海，以文学之眼

丈量山海经纬。

春日的东海云廊如一条翡翠缎带缠绕山间，本届三毛散文奖获奖作家一行从

东海云廊5号口出发，乘坐观光车依次游览长岗山段、擂鼓山段、海山段、竹山段。

台风印记前，作家们倾听讲解员科普五山水利工程；聚贤亭旁，作家们与三毛

等定海名人铜像合影留念；登临状元阁则极目远眺，将整座定海城尽收眼底……

“东海云廊上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都非常美。”首次到访定海的获奖作家蔡

维忠难掩激动之情，在他看来，这条“会呼吸的生态廊道”用自然与人文的双重韵

律，诉说定海前世今生的同时，也让他文思泉涌，“东海云廊上的元素非常丰富，这

是人文积淀的体现，不妨再添加一些现代文学方面的元素，使东海云廊的文化内

涵更富有层次。”

鸦片战争纪念馆内，作家们屏息聆听历史的回响，墙上的历史照片与展柜里

的真迹陈列将时光拉回鸦片战争时期。作家们触摸着锈迹斑斑的炮身，仿佛触碰

到了历史的“体温”。

当文学遇见了历史，文字便有了沉甸甸的质感。“我觉得这个馆的展陈做得非

常好，条理清晰，有真迹展览，参观完后很有感触。”来自北京的作家侯磊非常喜欢

历史文化类的题材，“在创作这类题材时，要结合文物、文献、文人，定海这方面的

元素非常丰富，值得再次打卡。”

“这两天的采风活动，定海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独有的海岛特色，让我迫不

及待想把这里的所观所看所思所想，融入到作品中去。”参观完舟山名人馆，作家

刘星元感慨道，近几年来，他的作品与地方文化、元素息息相关，从地方的古今文

化、文化传承，以及大家的生活状态等。

和作家刘星一样，作家燕燕燕在欣赏风景时，创作灵感迸发，“新建村乡村艺

术馆内的渔民画、浙江省级乡村工匠名师工作室内的漆画，还有群众艺术创作中

心的工艺品，都太棒了，我还要来。”采访活动还未结束，燕燕燕已经开始计划之后

的定海之旅。

“从定海古城，到三毛祖居，从东海云廊的历史烽烟，到东海百里文廊的田园诗

意，定海以多元的文化面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饶的土壤。”“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

城市，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有着现代化城市的活力，非常羡慕能生活在这里的作

家。”……正如作家们所言，此次采风活动不仅让大家领略了定海的文化魅力，更见

证了一座城市如何以文化为魂，在现代化进程中守护历史记忆、延续城市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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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海从不说出宽容的理由

海风从这里上岸 又从这里离去

海水退潮的时候 滩涂就是大船

白天和夜晚是两位永远的乘客

当然 还有南风和北风

吹拂海岛岁月

来到定海的人都会在海边停留一阵

留一张合影 或发出一声惊叹

试图永远与碧波同在 成为涛声的一部分

我也一样 我想在涛声里加入北方的成分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定海

我来看望大海和故人

我要去定海小沙

看望一位叫三毛的女子

一位像海风一样飘逸的奇女子

虽已不在，依然有那么多人热爱她

《万水千山走遍》《滚滚红尘》

三十四年前 它们曾作为爱的信物

三十四年后 信物依然有效

天光美好 春来海水如蓝

道路通往远方 车轮和生活一日千里

在定海古城 我在一块石头上盘坐了很久

一棵玉兰高约两丈 它有着相思的高度

山水有幸 诞生了一颗浪漫自由的灵魂

山水有幸 三毛奖让“小沙女”的灵魂永在

定海 此去北方三千里

飞往咸阳的客机将于两个小时后起飞

这里没有离别，从此只有再见

三角梅开遍水边和山野

请允许我是其中一朵 绽放在定海

4月 19日-21日，“定海文韵·名家讲座”

活动在定海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陆春祥以及第五届三毛

散文奖获奖作家陈年喜、吴佳骏，分别走进学

校、图书馆作文学讲座。他们围绕文学创作

技巧、文学对生活的启迪等内容展开分享，以

生动的语言和深刻的见解，为师生和文学爱

好者搭建起交流的平台，激发了大家对文学

创作的热情，在定海掀起了一场文学热潮。

“在行走中成为自己”
4月 20日下午，浙江海洋大学新城校区

的报告厅内气氛热烈，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

泽受邀开展了以《从河到海 在行走中成为自

己》为题的讲座。

“人类为什么要有故事，就是因为人类永

远要探索，永远要对自己的未知、不确定，保

持好奇并且向它走去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

自己、成为自己。”在现场，李敬泽的声音沉

稳而富有感染力，他时而引经据典，时而结合

自身经历，将抽象的文学理念转化为生动的

故事。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藏着对远方无尽

的渴望，当我们鼓起勇气，让身体迈向远方，

在陌生的风景、不同的文化中穿梭，我们会

惊讶地发现，自己正悄然蜕变成一个全新的

人。”当李敬泽抛出这些深刻的观点时，现场

听众也陷入思考，仿佛跟着他的话语踏上了

一场心灵的远行。

现场座无虚席，不仅有浙海大的师生，还

有不少从周边地区赶来的文学爱好者，来自

温州的周全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三毛和李敬

泽的忠实粉丝，这已是他第三次参与三毛散

文奖系列活动。

“从大学毕业开始，十几年来，每年都会

去2到3个从未涉足的地方，就是想亲身感受

三毛和李老师笔下的世界。”周全说，2019年

在舟山博物馆举行的“走马过红尘”三毛主

题展和当天“在行走中成为自己”的主题讲

座，都传递着去远方、探索未知世界的理念。

谈及三毛，李敬泽满怀深情。“我很喜欢

三毛的作品，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如果喜

欢三毛那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在李敬泽看

来，三毛对远方热烈的好奇，向着远方而去

的勇气，对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宝贵的

精神召唤。

“做一颗读书种子”
4 月 21日，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浙江

散文学会会长会长陆春祥以“做一颗读书种

子”为主题，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关于读书、文

化传承与思考的精彩分享。

讲座中，陆春祥从多个角度畅谈阅读的

意义与方法，并结合自身的阅读与创作经

验，分享如何从经典著作中汲取养分，开拓

视野。他还围绕传承、吸收、选择、己见四方

面进行详细论述，通过引用名家评价、剖析

哲学在生活中的体现等，鼓励大家要多读

书、多思考。

互动环节，在场的听众积极提问请教，

涉及阅读困惑、写作技巧、文学作品理解等

方面。讲座现场还分享了陆春祥多部著作

的创作经历，如《烂漫长醉》《水边的修辞》

（青少版）《连山》等，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展

现了他的文学创作风格和对生活、历史、文

化的深刻思考。

“当今社会，人们更应养成良好的读书习

惯，在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讲座结束后，

陆春祥再次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他认为读

书是获取知识、提升自我、传承文化的关键途

径。

而作为第五届三毛散文奖终评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陆春祥在谈及三毛散文奖也难掩

自豪之情，“经过十年的精心运作，三毛散文

奖已吸引全球华语作家踊跃参与，在作家群

体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正逐步成为国内极

具分量的文学品牌。”陆春祥说，这一奖项不

仅为散文创作者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也

推动了华语散文创作的繁荣发展，促进了不

同文化背景下文学思想的交流与碰撞。

用心去阅读“人生”这部大书
4月 20日下午，浙江海洋大学定海校区

的报告厅内座无虚席，现场数百名学生齐聚

一堂，共同聆听了一场关于散文与人生的精

彩讲座。

讲座主讲人吴佳骏是《红岩》文学杂志社

编辑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是第五届

三毛散文奖获奖作家。作为当代散文创作领

域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吴佳骏凭借独特的哲

思与诗性的语言，在散文创作中独树一帜，其

作品备受赞誉。

活动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吴佳骏以

“散文与人生”为主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散

文创作的精髓。他提到，散文与人生紧密相

连，年轻学子在校园生活中，更需用心去阅读

“人生”这部大书。若想从事散文写作，需将

创作与人生体验紧密结合，从中汲取灵感与

力量。

“我联想到自己的大学生活，生活不是写

出来的，而是要活出来的。只有亲身经历、深

刻体会，才能让未来更加精彩。”浙江海洋大

学汉语言文学系学生金龙伟说，他在听到讲

座上关于“散文与人生”的深刻阐述后，了解

到了散文家要有同情心、思考力与正义感等

特质。

在接受采访时，吴佳骏分享了获得三毛

散文奖的喜悦与感慨。他表示，三毛出生于

重庆，自己作为重庆人，对三毛有着特殊的情

感。能够获得以三毛命名的散文奖，这是对

他创作的一种肯定与激励，他倍感荣幸。吴

佳骏认为，三毛一生追求自由、个性与品质生

活，这正是文学的重要品质与光芒。

“三毛散文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更加关注

年轻新锐作家，公信力与人文关怀不断提升，相

信这一奖项会越办越好，成为文学界的一个品

牌。”吴佳骏说。

他为三毛而来
4月 19日上午9时许，在定海区图书馆，

矿工诗人、第五届三毛散文奖获得者陈年喜，

与 30余名文学爱好者面对面交流。活动现

场，陈年喜以“文学即生活本身”为主题，结

合自身丰富的生活阅历，深入浅出地阐述了

“文学并非高于生活，而是源于生活、平行与

生活”的观点，引发了大家强烈共鸣和热烈讨

论。

“他的文字包含了自身生活的体验，以及

对乡土文学比较深的理解。”文学爱好者陈斌

对座谈会赞不绝口，作为业余写作者，陈年喜

这种把自身体会和生活经历融入到文字里的

讲座，给他带来了许多收获与启发。

“近年来三毛散文奖更加关注底层写作

和平民化写作，这一转变使得奖项的覆盖面更

广，既有主流写作者，也有民间写作者，取材

更加宽泛，更好地呈现了大时代的方方面

面。”在陈年喜看来，三毛散文奖已然成为定

海的一张文化名片，他希望借此机会向世界传

达三毛祖籍地定海的独特魅力。

讲座结束后，陈年喜还耐心回答了现

场文学爱好者的问题，并与大家进行了签

名合照。

定海和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因三毛结缘，借第五届三毛散文奖契

机，连日来，西班牙加那利中国文化促进会代表团来定开展文化交流

活动，以三毛之名，架起东西方情感的桥梁，助推三毛文化“出海”，更

让定海这座千年古城所蕴藏的深厚历史文脉，得以充分彰显与广泛

传播。

三毛文学周期间，代表们到小沙三毛文化村参观走访。在三毛

祖居，他们驻足展厅，通过陈列的照片、手稿、旧物等，回顾三毛丰富

而传奇的一生，并观看三毛1989年回乡时的珍贵影像，感受三毛炽热

的桑梓之情；三毛散文奖陈列馆中，三毛散文奖历届成就也吸引了众

人的目光，每一篇（部）获奖作品不仅凝聚着作家们对三毛文化的敬

意与传承，细腻的笔触也续写着三毛的文学传奇，让三毛文化在新时

代焕发勃勃生机。

西班牙加那利中国文化促进会的代表们当天还亲手种下了蕴含

联结深意的橄榄树，希望三毛文化能跨越山海、跨越国界，在两地落

地生根，长出繁茂枝叶，并在更广阔的天地绽放光彩。

“上一次来小沙还是在2021年三毛生日那天，再次踏足三毛家

乡，感觉变化非常大，也让我非常激动。”作为三毛生前好友、西班牙

籍华人傅晓秋在参加了此次文化交流活动中感叹，随着三毛文化在

海外的广泛传播，定海因三毛而被更多的人所熟知。这趟文化交流

之行，不仅代替三毛看到了她魂牵梦绕的家乡变化，也希望把三毛家

乡发展带给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当地的华人朋友们。

从三毛祖居的青砖黛瓦到草木葱茏的三毛公园，从散文奖陈列

馆的墨香氤氲到心忆空间文创集市的创意涌动。近年来，定海以三

毛文化为纽带，深耕“文化惠村”“文创富村”的路径，探索出了一条

“一村一品”差异化发展的创新之路。文学与乡土交融，传统与现代

共生，文化与经济“双轮驱动”，不仅激活了三毛文化村的内生动力，

也书写了人文乡村建设的鲜活篇章。

“非常有幸能实地到三毛家乡看看，这里可走、可读、可品，让我

看到了三毛文化影响下，村庄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文化IP的塑造与

文旅融合的创新。”西班牙加那利中国文化促进会会长韩彩云长期致

力于推动西班牙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在她看来，这是定海以三毛文

化为内核，努力打造“三毛品牌”，以文润城带来的发展力量。

同时，历经五届十年，以三毛之名创立的三毛散文奖已孕育出了

深厚的品牌效应，持续推动定海文化交流迈向国际舞台。

韩彩云回忆道，今年3月，在西班牙华人侨团等共同努力下，依

托第五届三毛散文奖的契机，定海区与西班牙大加纳利岛特尔德市

携手当地华人侨团、三毛粉丝等，在当地举办了“念念不忘 必有回

响”三毛纪念活动，现场反响热烈，中西观众进一步了解三毛的人生

轨迹，外国友人也对三毛祖籍地舟山定海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次，他

们还把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当地政府对三毛散文奖的祝福，带到了此

次颁奖活动现场。可以说，“三毛”这一文化纽带，再次成为拉近两地

距离的桥梁。

“通过参加2025‘三毛散文奖之夜’颁奖活动，让我深刻感受到文

字力量的强大，以及三毛散文奖在全球范围内所展现出的广泛影响

力和深远意义。”韩彩云如是说。文化有根，文学无界，借助三毛散文

奖的高人气，此次三毛文学周，她还在浙江文学馆举办的“橄榄树下

的回声”三毛文学分享会上，分享了三毛文化的国际化发展传播，并

现场推介西班牙当地的三毛旅游线路，将三毛及三毛散文奖所带来

的文化热潮分享给更多的人。

“我们希望能发挥侨团在海外的优势，持续深化两地的合作与交

流。”韩彩云说，定海区和特尔德市也计划在大加纳利岛共同打造三

毛文化主题新型文化空间，为西班牙民众打开一扇了解中国文化与

三毛精神世界的窗口，加深他们对三毛文学作品及三毛散文奖的了

解，让三毛文化在异国他乡绽放光彩。

文化交流活动期间，西班牙加那利中国文化促进会代表等还先

后探访了“云顶仙乡”仰天碗、五山水利馆、定海区图书馆、定海古城

文房四宝园、东海云廊等标志性文化点位，感受了定海历史与现代交

融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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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上走的每一步都是流浪
赖赛飞

有些作品连同作家是长进心里的，比如三毛。

有幸年轻时读到三毛的书。那是一个斗室里挂世界地图、没

有翅膀也要踮脚的时间段，身心肥沃得不需要任何拔苗助长，三

毛的文字仿佛神秘的种子及时撒入，立刻长出茂盛的奇异植株。

不清楚别人长出了什么，在我这里肯定有一棵叫做流浪。

眼下是三月出头，适合浪荡在春日田畴。看着天日确实晴

和，我才操起一把不锈钢调羹，一只透明塑料袋，从镇中心街道随

意拐入一条不常见的宽大土路。

这是一个离县城不远名叫墙头的地方，南山北海，中间是田

园。自己是在去岁冬月来的，不觉已暂住了一年有余，别意渐生。

新草是春天的信使还是旗帜？看上去就是春着落在任何地

方，路边沿，石缝，甚至粪堆旁。

全域铺开的路面硬化将薤这种植物推离了村庄的房前屋

后，这条土路旁的薤却长得愈发密密麻麻。扒开上年的枯草，将

调羹插入松泛的腐殖土，剜出乌黑的一团里有累累垂垂的薤

白。叶子才刚抽伸，营养还逗留在鳞茎里，饱满光滑如同一种矿

物结晶。蕴含了辛烈的香气，同时充满液汁，肥沃生动如春天本

身。

采足一餐所食，起身展眼，草芽确实都了冒出来，薤是先头的

一批，顶着一头丝状叶，蒿属的叶子还蜷缩着……一点一簇，野地

里热闹极了。风也暗换了方向，是南风，一路顺畅，翻山越岭吹过

原野吹向大海，途中吹进人间的大门洞开，吹向我这张不常露出

的脸。

就像清明节落在春天，左边美好右边悲伤，人们只管前行。

一年一度，去采薤时内心不能不回荡起《薤露》甚至《蒿里》，但并

不能阻止我出门亲手触及这生死相依的物事，再将之咽下。

有时候忍不住想象，比之薤所容身的一条条田埂，沙漠多空

旷又多疏松啊。可惜风起落沙如落雨，否则如这江南春，草长绵

绵，绝对少不了薤。最好沿着三毛的流浪脚步一路长到撒哈拉，

她端出的食物里会添一缕故土的香气，所饱含的除了纯度极高的

阳光与寂静，另有一场场雨水，一番番生机。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为了梦中的橄榄树……除了厨房油

瓶上印的橄榄树叶，仍未亲眼见到生长中的橄榄树。但流浪无时

无刻不在发生，前面说过有幸于年轻时读到三毛，流浪一词早早

被自动接纳进而追随，仿佛从她起流浪上头少了凄凉，多了光芒，

不是自我放逐，而是追寻系列奇遇的开始。

缺乏她的无畏，接近于原地打转。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在

一片梧桐叶大的城都搬了不下十五六次的家——尽在各个小区

流浪。我走得就这么近，好比另一个小区就是另一个国，至少另

一个城，那里于我十分陌生。到后头，并非因为生活所逼，工作变

动，不是因为追求更大的面积，可能仅仅是想离开现在去流浪。

每把家搬一次，就把生活搬一次。整理东西，好比清除一截人

生。为此所剩无几，再从头开始。

其实，就算一次都不搬，大概率也会在各个房间流浪。就算

只有斗室，还会流浪在内心的各个角落，与那里日久成精的人与

事流连。

虽说一场远距离流浪总会结束，但在原地流浪的人，给了自

己出发点的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个终点，自此没有了开始，更不管

结束。年复一年，离不开故乡又被故乡边缘化，游走在人群的缝

隙，犹如潮间带上，显隐明灭处，熟悉又陌生的界线，渐渐成了自

己的路——在世上走的每一步都是流浪。

自翻开她的《撒哈拉的故事》，只道流浪是寻常。也坚信流浪

是生，流浪是爱，只要没有停下流浪的脚步，就一定还有希望。

流浪就是这样一种力量，籍此别过，更籍此遇见，而今这条路

溯源到了三毛的祖藉所在地。再度感觉流浪的强有力，终究显化

为一条远隔时空相逢的途径，在向往的地方，与怀念的人，所爱所

敬的人。

知道三毛的祖籍在舟山定海是后来的事，仅与象山一海之

隔。年轻时从三毛著作里感觉到的遥远陌生如撒哈拉，忽然切近

得有些恍惚。

山可舟海可定，这是对舟山定海的书面印象，一份动荡里的

恒稳。而我从未去过定海老城，不过老家有位邻居就在定海，以

往每年回象山探亲多趟，打小听他与乡音有异的语调，好似自己

早就去过了。

行走之于散文
彭程

著名作家、旅行家三毛，凭借其《撒哈拉的故事》《万水千

山走遍》等一系列代表性作品闻名于世，凸显了行走对于散

文写作的意义。这些作品当年红极一时，数十年后的今天仍

然大受欢迎，可谓影响深远。因此，在这个以其名字命名的

“三毛散文奖”颁奖的日子，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一番探索，无

疑是有意义的。

经由行走而产生的散文作品，在古今中外都占到了相当

的比例，是散文中的一个大类，且不乏名作。仅仅就我个人的

阅读范围而言，读过并且印象深刻的，就不胜枚举。中国作品

中像《徐霞客游记》自然不用说了，其他如南宋陆游的《入蜀

记》，明代三袁兄弟的大量游记小品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

作。把目光转向域外，也是美不胜收。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

家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风靡整个欧洲，写过《金

银岛》《化身博士》等小说的英国作家史蒂文斯，也写过一部

《骑驴旅行记》，描写了法国南部山野的动人风光，以及一路遇

见的虔诚的修道院传教士，或淳朴或狡狯的农人；梭罗以《瓦

尔登湖》而闻名，但能够长久地独居一处的他，同时也喜好旅

行，有《河上的一周》一书，详细描绘了在美国东北部康科德与

梅里马克河上泛舟的感受和思考。行走散文所指向的，不仅

仅是山水风光，还有社会生活的广阔内容。沈从文的《湘行散

记》，写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者返回湘西途中一路的经历，

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美丽的故乡变得凋零破败，让作者用文

字抒发“无言的哀戚”。契诃夫的《萨哈林岛旅行记》记录的是

旧俄时代的监狱和苦役犯的生活，在这个“不可容忍的痛苦之

地”的见闻，对他后半生的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

经由行走，一个人获得一种有别于日常熟悉生活的新的

体验，如果他是一位写作者，往往便意味着新的灵感源泉的

涌现。固然，有一些独特卓绝的灵魂，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

让思维在无垠的空间中驰骋，如被公认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

先驱的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生平足迹不出里斯本道拉多雷斯

大街上的会计事务所，却通过对平淡单调的生活的深入探

测，营造了一个浩瀚深邃的文学宇宙。但对于大多数人来

说，心理学中最基本的刺激——反应理论还是有作用的，一

种新的经历和体验，有助于他从某种固定的生活中暂时挣脱

出来，心灵向世界敞开，拥抱丰富和新奇。这种挣脱和拥抱，

属于躯体，也属于心灵。

这便是行走文学的产生并一直兴盛的最基本的动力。

它根植于人性的深处。

行走中最为直接的感受，是看到了世界的丰富多彩，见

识了生活的无边无际。对这种种所闻所见的物象形态给予

记载和描绘，是这一类文体最为基本的呈现方式，尤其是在

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古代，更是具有特殊的魅力。作者对呈

现于眼前的新鲜事物，不论是风光还是民俗，惊奇或赞叹之

余，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印象，并传递出去，让读到的人大开

眼界，受到强烈的触动。如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记录了

他去印度求取佛经的路上，所行经的西域两百多个国家的见

闻，涉及各民族生活方式、建筑、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和音乐

舞蹈，对沙漠中的热风流沙、海市蜃楼的幻景等都有出色的

描绘，让人读来如同身历其境。

行走的收获，每每体现为两个方向。不但是行走者的目

光投注于外在的诸般形相，同样也是外部客观存在的事物对

内在心灵产生作用，以强烈的叩击或者沉静的濡染的方式。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曾经长期沉湎于思考“创造”的本质，俄

罗斯之行对他的灵魂产生了巨大的震撼，面对这片广袤雄浑

的土地上的山川、河流，他激动不已：“我觉得我好像目睹了

创造”。同样是德语文学一代巨擘的黑塞，将他在阿尔卑斯

山漫游的感受，写成了一本散文、诗歌和水彩画的合集《流

浪》，生动描绘了他所感受到的大自然的和谐、宁静和美好，

这些给置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阴影中的他极大的安慰，也是

对他所醉心的东方哲学和艺术的有力的印证。

在一些时候，行走所产生的作用，并非某一种具体的启

发感悟，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影响。清代著名诗人黄仲则，生

长于江南常州，对自己作品中的柔弱气质感到不满，“自恨诗

少幽燕气，故向冰天跃马行”，期待在北方大自然中汲取粗砺

荒蛮的气息，给诗作增添一些刚健的品格。宋代马存《赠盖

邦式序》中，写了广泛的游历对司马迁胸襟和文风的养成作

用：“今于其书观之，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

诉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

浩漫；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斑斑，而不

知鱼腹之骨尚无恙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

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呜，高帝之谩骂，龙跳虎跃，千

兵万马，大弓长戟，交集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

而胆栗。”在一番陈说后，他这样揭示大自然对写作的影响：

醉把杯酒，可以吞江南吴越之清风；拂剑长啸，可以吸燕赵秦

陇之劲气,然后归而治文著书。

在大量行走性质的散文中，不难看到作者发现新事物的

喜悦或感动，但作者要把自己的感受有效地传递给读者，在

他们心中唤起共鸣，却并不容易，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

写作者应该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对所闻所见有强烈、细

腻、深刻的体验，并通过美的、充满生机的文字表达出来，让

人读后有身临其境的亲切生动感。这是行走散文区别于一

些稍带文采的导游文章的明显的外在标志。同时，他还应该

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充分了解行经之处的历史人文、风情

习俗等，这些材料的薪柴，有利于使灵感的火苗燃得更旺。

但这还不够，还要有属于自己的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见识，

而不仅仅是充当“两脚书橱”，更不能人云亦云。总之，写出

好的行走散文，要求写作者具备综合性的素质，涉及到感受、

理性等情感精神活动的各个方面。

当然，不同的描绘目标，对这些要求可能有所差异，一处

未经任何人类活动干扰的自然界的风光，对感受性的要求可

能会更多，而那些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等内容有密

切关系的地方，显然需要更多理性的烛照。

以后者为例，那些成功的作品，都是具备了上述的思想

品格的。余秋雨的最受欢迎的篇章，特别是早期《文化苦旅》

中的一些作品，正是因为作者用一种充满文化蕴涵的目光，

来观照历史和人文的遗迹，给予颇具新意的阐发；诺贝尔文

学奖获奖作家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是这位出生于婆罗门

种姓家庭、有着长期西方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印度裔英国

人返回祖辈家园的见闻录，记录了印度的风土民情，描写了

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对这个难以摆脱古老文明痼疾的民族的

前途生发出了深重的忧虑；不妨再把目光向后张望，中国杰

出的新闻记者范长江，上世纪三十年代写了一部纪实作品

《中国的西北角》，是他作为《大公报》旅行记者在西北多省旅

行采访的记录。他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国内是军

阀割据、政事昏聩、吏治腐败、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周边则虎

狼环伺、边疆不靖，吞并东三省后的日寇对华北虎视眈眈，英

国觊觎西藏。作品在展现残破颓败的同时，还深刻地揭示了

造成这种局面的内在原因，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社会

学等多方面的价值。

时代的发展影响着文学的表达方式。对以行走为主要

呈现内容的散文写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譬如说，描摹自然风光曾经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今天，

随着交通的便捷和技术的先进，地球上的所有地方都不复陌

生神秘。南美亚马逊大河与热带丛林，北极的冰原与幽蓝色

的极光，可以很容易地从照片和视频中看到。当高像素的手

机随时把美景逼真清晰地拍照和传播，致力于用文字给予出

色的描摹便优势不再，同时必要性也大为降低。在诸如此类

的情形下，对行走散文的要求，也就有了新的尺度。它至少

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路径和指向：

首先，要深入到那些真正的生活现场，观察和感受那些

本真状态的生存。从地理维度上讲，它们大多不是那些通都

大邑，那些熟悉的名胜景点，而常常是人们寻常视野之外的

生活。三毛散文的魅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写出了非洲

撒哈拉沙漠深处的真实的生活，如当地人用海水灌肠的场

景，就让人过目难忘。年轻女作家李娟近年来备受欢迎并荣

获鲁迅文学奖散文奖，就在于她的作品是对新疆阿勒泰哈萨

克牧人真实生活的生动描述。她笔下的夏牧场和冬牧场，发

散出浓郁的山野草原的气息，而生活在这片粗砺严酷的大自

然中的人们的淳朴、辛劳和坚韧，也被刻画得生动传神。

第二，写作者对自己内心的发现和表达，比对外界物象

的描摹更为重要。或者说，相比致力于客观事物的呈现，行

走中内在情感的发生和运动，更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不论

是高强度的灵魂震颤，还是一种浸润式的平静感悟。

第三，对个性化的要求更高。行走文学所描绘的事物，

相比其他文学样式如小说来讲，取材上更具有公共性和普遍

性，因此，写作者本人的禀赋就显得尤为重要。知识和见识，

素养与视野，观察和感受的方式，都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质

地。特别是那些有着新颖视角、独特感悟的表达，就更容易

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四，如果说上述几点属于普遍性的原则要求，那么这

里也说一个具体的方面，一个偏于技术或者操作的层面。前

面说过，在数码相机和高像素手机高度普及的今天，以往针

对事物外貌的视觉描写的偏重，也许可以更多地转化为对于

嗅觉、触觉、听觉等多方面感官功能的描绘，获得一种通感式

的表达。如朱自清《荷塘月色》中这样描写月下荷塘，“塘中

的夜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铃上奏

着的名曲”，将视觉形象转化为听觉形象，让感觉变得丰富立

体，不论是使状物写景更为真切精确，还是使审美感受更为

敏锐细腻，显然都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

…………

行走，观察，感受，思考……一个巨大的空间，在写作者

面前敞开和延伸，充满了魅惑，召唤着他投身其中，用脚步丈

量大地，用热情拥抱生活，不断写出动人的作品。同样，这也

是三毛的行走，万水千山走遍，对于散文写作的意义。

陆春祥陆春祥

陈年喜陈年喜

吴佳骏吴佳骏

李敬泽李敬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