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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读

彭庭松

地域文学研究早已成为显学，在热潮
推动下，各种宏观的地域文学史屡见不鲜。
然将地域与题材结合，为一省山水文学作
史，此类著作尚不多见。台州学院何方形先
生，积十余年之功，继《中国山水诗审美艺
术流变》《唐诗审美艺术论》之后，于2020年
再次推出力作《浙江山水文学史》，拓出文
学融合研究的一方新天地。著作是心血和
才华的凝聚，也是性情和理想的寄托。寂寞

书斋，无言山水，有知音秉笔，这“一松一竹
真朋友，山花山鸟好兄弟”的境界该是何等
的惬意和会心。肃然起敬之余，作为老友，
我自然要一睹为快。

《浙江山水文学史》新见迭出，胜义纷
披，使人不忍释卷。纵观这部 36万字的大
著，有三方面的特点予人印象深刻。

一是总体构思反映出宏通视野。除导
论外，全书分为九章。以时间为线，以人物
为点，以版图为面，笔致从容地将浙江山水
文学史鲜活展开。论著并不画地为牢，而是
用宏通的眼光俯瞰行走在浙江大地的历代
大小不一的作家，不抹灭他们用脚和笔留
下的或深或浅的印痕。因此在确定研究对
象时，著者在该书导论部分是这样界定的：

“研究对象主要是浙江本土家世居里及占
籍的作家，适当考虑一些不是浙江本土，但
在浙江生活时间很长的客籍作家，也突出
部分描写浙江山水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与作
品，因人因事而异，将作出适当的安排与处
理。”这“适当的安排和处理”也体现在全书
的结构上，一方面遵循文学史的时间顺序，
展示从先秦到近代浙山浙水浙文学的旖旎
画卷；另一方面，又在相应时间段中专章突
出“谢灵运山水诗”和“王士性山水诗文”。
此二章的穿插，仿佛平静水流岸边奇峰突
起，在时空的错落中展现出大气别致的美
学风范。

结构的经线能一以贯之，断面的纬线
也开阔清朗。各章论述展开时，先有“简说”
理论统摄，接着分析代表性作家作品，必要
时延伸其影响和其他未尽之论。具体而微
至各范畴，既有个人述论，又有群体探讨；
既有城市书写，更有乡村描摹；既有诗文大

宗的探幽，也有楹联散曲的拾趣。唯有成竹
在胸的通达观照，方有此包罗万象的安排，
不言而喻，这格局的背后是理论的思考。

“庄老为意，山水为色”，自古以来山水
就被欣赏者赋予了深切的哲学和审美意
蕴。换言之，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一不是
诗情哲理的外化和映射。深以山水为知音
的何方形先生，显然旨趣不会仅仅在泛泛
描述里，而是志在审视和参悟上。其宏大的
理论思维逻辑，从其最后“参考文献”排列
上便可趣见端倪。“参考文献”分三部分罗
列，即“文论与美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
化”以及”山水文学与浙江古代文学”。先切
入审美门径展开思维，规定论述向度；再宏
观折射中国背景，展现论域广度；继而聚焦
浙江山水文学，着力立论深度。深思而广
延，博观而约取，路径简约清晰，理论的马
车顺畅前行，读者情不自禁跟着去探索前
方的奥妙。

二是写作旨趣彰显了现实活力。正如
著作《后记》夫子自道，立论是“从地域与人
文关系的角度切入”，眼光是“用现代的文
学观加以审视”。一代有一代的山水，一代
有一代的文章，地域与人文的关系始终是
在变化中寻找默契，形成符合时代眼光和
口味的审美范式。《浙江山水文学史》站在
时代特有的高度，宏观上把握山水轮廓和
脉络，用当下的澎湃思索激活历史的景观，
读者深切感受到文化传承的力量和宇宙深
沉的意识。著作自觉运用现代的学术视野
和方法，深化时贤研究成果，使得研究气象
呈现出活泼壮阔的态势。著者大胆借鉴西
方美学、风俗学、地理学、文体学等多种理
论，从不同角度来印证自己的思与悟，用当

下的话语体系来重返山水现场。
文学与旅游结合，融合诗与远方，这是

如今文旅部门坚定努力的方向。与此相适
应，研究也应打破门户之见，践行创新性发
展理念。《浙江山水文学史》融汇山水文学
和旅游文学，一体并论的意图显豁。事实
上，讲究天人合一的古人，就根本无意于将
诗生活与游生活分开。亦诗亦游，是他们或
潇洒或郁闷生活的常态。梁代昭明太子所
编《文选》，以及唐代欧阳询等人所编《艺文
类聚》，不约而同都将山水诗划归“游览”一
类，便是明证。《浙江山水文学史》开宗明
义，在导论部分就将旅游资源和旅游文学
作了详细介绍。在第三章中又对时下热点
唐诗之路作了呼应，专节概述浙江唐诗之
路，重点对浙东唐诗之路形成原因、成就与
影响作了深入分析，这对于诗路开发都具
有很强的现实参考作用。

三是笔端行文洋溢着爱乡情怀。“君自
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何方形先生为台州
临海人，长期从事台州以及浙江文化研究，
有《戴复古诗词研究》等著作面世。研究越
深入，对家乡便爱得越深沉。以浙人写浙山
浙水，加之对家乡之爱与日俱增，因此笔下
无处不是“诗情满浙江”的自豪赞叹。“浙江
山水之趣，尤深人情”，何方形先生对这份
情趣独钟难舍。观其论述，令人长想《原诗》
中所言：“议论带情韵以行”，先生真不辜负
山水也。古人云：“山水之奇，不能自发，而
灵运发之”，因爱才有“发”，谢灵运发而为
诗，何方形则发而为论，古今虽异代，山水
共知音。因为家乡的山水，邂逅了前后不一
的古人，何方形陶醉于“山川赖尔亦增辉”
的欣喜中，这感受凝结于文字，自然丰盈鲜

活，情怀满纸。
选择临海人王士性专章论述，固然出

于公义，然也是爱乡情怀使然。在明代，王
士性庶几与徐霞客齐名，但到后来，天下皆
知有徐霞客而不知有王士性。何方形先生
对此深以为憾，在多个场合呼吁加强对这
位乡贤前辈的研究，近年来他也专注于此，
发表了好几篇相关的有分量的论文，《王士
性研究》也已完成 35万字的书稿。《浙江山
水文学史》中，对王士性“游道”思想的阐
释，山水散文的细致剖析，山水诗中的理性
精神的发微，临海王氏家族群体创作的考
索，皆有独到见解。这正是爱乡情怀所激发
出来的学术优势，面对这“独断之学”，其他
学者只能是“徒有羡鱼情”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何方形先生与王士
性一样，性分所适，酷爱旅游，目前已是资深
驴友。每得暇日，不管风吹雨打，定要登山临
水，舒啸成诗。《庄子·知北游》中所言：“山林
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这样的描
述，正是他亲山乐水状态的最好描绘。“莺花
旧识非生客，山水曾游是故人”，这份亲切相
信踏遍了整个台州乃至浙江山山水水的何
方形先生最能体会。有了这番身体力行，才
有《浙江山水文学史》那别样精彩。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部著作与其说是用笔写出来的，
毋宁说是用脚走出来的。

2019年10月，浙江省政府发布《浙江省
诗路文化带发展规划》，全面开启诗路文化
建设，《浙江山水文学史》的出版适逢其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著作的价值愈发彰显。为
了建设更加美好的诗画浙江，我们需要更
多像《浙江山水文学史》那样的紧密联系现
实的学术著作。

——何方形《浙江山水文学史》评析

浙山浙水遇知音

陈伟华

中国的文人墨客对于乡土总是一往情
深，三门作家刘从进也一样。他对乡村文学
的热衷，使他在台州文坛备受关注。

近日，刘从进的新书《乡土平静》由
文汇出版社出版。此书为省散文学会组
织出版的“风起江南”系列丛书第一辑里
的一本。

这是刘从进继《独自的乡村》《风在兹
土》之后出版的第三本散文集。书中共收
入他的50多篇（组）文章，大多写于2016年
至 2019年间，以乡村的风土人情和奇事物
语为主，文中人物有群像，有个体。文章大
多从当前的社会现实和作者自己的生活实
际入手，展现充满乡土气息的家园风貌，
抒发文化寻根情怀。

《乡土平静》分为四个章节，分别为“浮
世·暖”“岁月·静”“夜光·瘦”和“远山·
空”。暖暖的浮世、细瘦的炊烟、静夜的村
庄……刘从进擅长观察和记录生活中触动

人心的故事，善于以敏锐而细腻的眼光，
捕捉生动的细节，并用朴实而鲜活的语
言，表现人性的美好和人情的温暖。

在路边，他在麦田里坐着，路廊里用
餐，溪水里洗澡；在山里，他看到一条小
路又唱又跳，看一颗柿子慢慢变红，看
一片枫叶静静飘落；在村里，他与老人
们一起晒太阳、烤火，在老妇家吃饭，领
受她们的善良，倾听那些伤感或温暖的
故事……

刘从进出生于三门一个海边山村，是
一个纯粹的“村里人”。然而他总觉得自己
属于乡村，又不属于乡村，这可以从这本
书的一些文字里看出。年少时的他，敏感
多思，常常站在老屋后面的山坡上抬头望
天，异想天开。那时候，他觉得科学是拯救
人类的唯一途径，要是有一天，地球毁灭
了，人类要移居外太空，那只能靠科学家，
若能像爱因斯坦一样伟大，肯定要登上飞
往太空的飞船……一个乡村少年在替全人
类担忧，想的都是些宏大的，不着边际的，

与山村生活毫无关系的事。而命运的轨
迹，偏偏让他离不开乡村。1984 年他考上
初中中专，读的是农校，毕业后，他有 23年
的时间在基层从事“三农”工作，对乡村的
感情，像中了蛊似的无法治愈。后来到文
联工作，他对乡村的感情有增无减，差不
多所有的闲暇，都呆在村里。别人去最好
的景点旅游，他却去最远的山村，还常在
夜间游走山村。而这些人生经历，现在都
被他写入这本书。

细细品读这本散文集，你会发现，刘从
进笔下的一座村庄、一个农人、一只小虫，
都有着让人去琢磨和深思的魔力。

书中，不乏精品佳作。比如首篇《负日》
和第二篇《烤火》，作者描写了乡村大地上
最富有诗意的两件事，那就是晴晒太阳和
雨烤火的场景。“江南一带称太阳为‘日头
佛’，人们常说‘日头佛上山了’‘晒日头佛
去’‘日头佛下山了’……冬闲的大地上，
一溜儿全是晒太阳的人。老人们负日而
坐，身子一软，往事与苦难脱壳而去。”这

是出现在他《负日》这篇文章里的一段话。
“烤火，是乡村的传统。冬日里晴天晒太
阳，阴雨天烤火。对着一堆火，把辛苦一年
后变形的身体和拉长的辛苦靠上去，摊
开，烘干。”这是《烤火》里的一句话。再如

《道薯》一文，写了一个小道士，在一个深
山道观里物我两忘的修行；《黄土屋边》

《村野动物志》《逮鸡过年》等文章，细致入
微地描写了山村里，人与动物之间略带辛
酸的故事；《黑色的村庄》写了村民离去
后，村庄变得冷清寥落；《段子的黄昏》写
了一个坚守山村的老农的身影；《人狗共
守的村庄》写的是即将“消失”的山村里老
人与狗相依为命的生活；《远山空镜头》则
选取一些细微的点，写了人类离去后，山
村的荒凉和自在。

读《乡土平静》里的作品，会让人体味
到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
新。刘从进将自己对故土的无限热爱融入
文字中，为读者描绘出一幅迷人的江南乡
土画卷，给人耳目一新的独特感觉。

——读刘从进散文集《乡土平静》

回望那片故土

张广星

近日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吴官正退
休以后写的散文随笔集《闲来笔潭》，这本
书由人民出版社于 2013年出版。

吴官正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纪委书记。记得去年上半年，我曾经在微
信朋友圈和一些群中，看到过一篇吴官正
的文章，题目是《难忘那夜的秋雨》。文章
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因为好多人也有过
贫寒、屈辱的经历。

文章讲的是一个真实的“丑小鸭”故
事。由于没钱置备新衣新裤，吴官正曾长
期穿着破旧，加上他黑不溜秋的肤色和貌
不惊人，他总被人们当成进城的农民，到
处碰壁。有一次，他去县医院探望生病住
院的妻子，无论他怎么解释，门卫就是不
让他进门。而当时的吴官正，已经是武汉
市市长。对于相关单位冷漠、粗暴的工作
作风，吴官正在平时工作中，也接到过很
多包括外地来武汉人员的来信来访投诉，

他还曾特意“微服私访”过，此次的亲身经
历，让他下决心扭转这种冷漠、粗暴的作
风。他认为，如果不改变当地这种冷傲的
风气，武汉就不可能成为一座开放友好的
城市，也不会有很好的明天。

《难忘那夜的秋雨》这篇文章，就被收
入《闲来笔潭》这本书，排在第一辑第二
篇。第一篇长文《童年记忆与求学之路》，
写的是作者少年时经历的家庭清贫之苦
和艰难求学路。吴官正家里的穷，那是彻
底的穷，令人绝望的穷，但他有平凡而又
伟大的父母。面对儿子因贫困辍学哀哀啼
哭，父亲心中不忍了，他上前弱弱地问了
儿子一句话：“你这样读下去，将来能不能
做一个小学老师？”小吴官正擦着眼泪说：

“如果你们能让我继续读，我就一定能。”
儿子坚决的态度，给了这对穷苦夫妻以信
心和希望。从此，他们下定决心，咬紧牙
关，哪怕忍受再严重的贫苦，也要让儿子
上学。

小吴官正也非常有志气。从小学时代

开始，他就门门功课优秀，是班级里的拔
尖生。上了初中，他不但经常考满分，还提
前预习了初中高年级的课程，到了初三，
他已经预习完高中一二年级的课程。高考
时，他恰好感冒发高烧，打了退烧针后抱
病参加考试，依然考出高分。填写高考志
愿时，为保守起见，他想填个普通一些的
学校。班主任老师则建议：“我们相信你，
清华大学一定会录取你。”他听从了老师
的话，果然被清华大学录取。

《闲来笔潭》中这些回忆的文章，虽然
充满苦难，但底色是坚韧，是奋斗，是不
屈，是自强。可以说这都是些很励志的文
章，吴官正就是逆袭成功的典型。当然书
中还有不少关于他为官路上有所作为的
文章，这些文章跟他写少年时代的文字有
一种逻辑上的紧密关联。贫苦固然使人煎
熬，但它又磨炼人的意志和品格，吴官正
所以后来仕途这么顺，跟他勤政廉洁的品
质很有关系。无论在什么官位上，他始终
保持着平民情怀，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

经常为社会不公怒发冲冠，对残民自肥的
行为深恶痛绝，非得除之而后快。所以，让
他担任中纪委书记可谓得人。更难得的
是，他见不得别人的贫苦。他平时出访，或
者通过信访的渠道，知道有人的生活进入
绝境，都会施以援手，而且会一直追问关
心下去。

《闲来笔潭》是一本很好读的书，虽然
没有宏大的主题或叙事的框架，但作者很
懂得讲故事的艺术。每一篇文章所讲的故
事，都是吴官正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
忆。真情、朴实，是这些文字最基本的特
质。官员的回忆录容易为自己摆功，但吴
官正却写了自己的一些缺点和遗憾。比如
他写自己脾气不好，《两次发火》。他还写
了《面条》，他热爱面条，他为官各地，吃到
了各地别有风味的面条。即使是在江西省
长和山东省委书记的高位上，有时他也偷
偷溜出去在街头吃碗面条。至于下基层调
研，吃饭时他可以啥也不要，只要一碗面
就够了。

——读吴官正的散文随笔集《闲来笔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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