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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表达的盛筵 

———２０１４年度湖南散文创作综述

任　匆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０１１８３）

［摘　要］２０１４年湖南散文创作成绩斐然，个性化表达成为其鲜明标志，其中包含了两个重要方面：在思想情感方面，以个性
化的情感体验和对现实人生的个性化思考为亮点；在文体方面，则表现为独特的历史文化品位以及叙述手法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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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湖南的散文创作呈现自在自觉的发展
样态，它枝蔓丛生，花香四溢，显现出风姿摇曳的模

样。这种模样的表象是２０１４年湖南散文创作的成
果丰硕、佳作连连，而皮囊之下则是２０１４年湖南散
文创作所逐渐显露出来的一个成熟内核：个性表

达。个性表达是指作者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主体

性和再创造，它是作家的艺术风格体现，是属于“优

雅的自我主义者的艺术”［１］。从另一个层面上谈，

它可以被视为散文的精魂所在，也是散文不为世俗

所染、保持贵族气质的根本。２０１４年湖南散文创作
的成熟主要就体现在这种个性表达方面，具体表现

为源自乡土和城市的两种个性化情感体验、浑融独

特的历史文化品味、对现实生活及人性的个性化思

考以及在叙述手法上的多元化革新。这些艺术品

质，彰显了湖南散文作家们的创作个性，印证了他

们的创作才华，意味着散文湘军在继承传统中走向

成熟。

　　一　两种个性化情感体验

个性化情感体验是作家对亲身经历的真实反

映，富有强烈的个人色彩。２０１４年湖南散文创作中
表现来的个性化情感体验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

是乡土在场，一类是城市在场。

罗长江的《坐在一条河流的发端》以书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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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河流为契机，引发对人生河流的探讨，显示出

个人化的醒悟：“河流和人一样，也会经历从童年到

成人的成长过程”。在面对宏大的自然物象时，作

家将个体的在场情感体验充分暴露出来，向读者展

示了自我的困惑和迷茫。另一篇《芭茅溪》则集中

了作者对乡土文明的批判，以黑色幽默的笔法描述

一个贫穷山村的真实惨状，让人感到既讽刺又虐

心。葛取兵的在场体验也是关于乡土，《与一个节

日有关》中以卑微的物质来参考宏大事物，将乡间

的三种植物属性置于整个洞庭湖流域的人文环境

中去考察。通过对艾、菖蒲、棕叶三种植物的文化

索引，流露出作者对自然物象的特殊情感，这种情

感源于对乡土在场的血脉式体验。与之相似的是

张凭栏的《田野上的风景》，也是通过对农作物的抒

写来贯穿情感。在作者的笔力浸染之下，普通之极

的稻子、豌豆等农作物仿佛转瞬之间有了别样的生

命和灵气，枯燥繁重的农活也变成了情感的载体，

闪烁着作者对这片土地的依恋之情。石绍河的散

文可谓是硕果累累。首先是散文集《大地语文》在

今年获得了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五届

宝石文学奖”，其次是发表了散文《土地二种》《土

地的花样年华》。“故土与乡情是散文作家心中永

远化不开的情结，寻根与乡恋是散文作家创作中一

支永远迷人的歌谣。”［２］恰如离不开大地之母的泰

坦神，石绍河的散文也离不开生养他的土地，无论

是写故乡的花园菜地，还是写故乡的琐碎往事，都

融注了作者对故土的特殊体验，散发出连绵不绝的

温情。同是用心灵温暖乡土的还有龙宁英，《命里

的村庄》以冷静沉稳的叙述再现了一座苗族村庄的

精神面貌，通过对人文历史和自然风物的涉猎，表

达了作者希望重塑村庄灵魂的意图。在袁委淑的

长篇散文《故园》中，对故土的情感都牵系在故乡的

亲人们身上，“没有了亲人的居住，故土再好，也仅

仅是梦里的乡愁”。作者通过描写亲人们的相继离

逝，委婉表达了深切的乡愁和故乡易碎的复杂情

感。土家族作家刘少一的《辞路》通过讲述母亲的

辞路梦想，来凸显乡情的强大力量。文章浅显生

动、温润和易。巴陵的《浮生物语》以亲历者的视

角，追忆乡村如烟往事，回眸那些被遗忘的旧时光。

在抒写乡土体验的散文中，另外值得一提的还

有今年湖南洞口的全国各地散文作品联展，囊括了

周伟的《阳光的味道》、谢正龙的《黄花，缀在异乡

的衣襟》、林涛的《乡村的味道》、袁国基的《我在深

秋里行走》、肖智群的《陪娘去爬张家界》、王祯辅

的《洞口桃花也笑人》、袁姣素的《草儿疯长》、周伟

的《散文的味道》等８篇作品。在情感表达上，这期
散文小辑主要集中于对乡土情感的抒写，譬如《阳

光的味道》有着童话般的气息，在温暖的乡土上回

荡盘旋着一缕淡淡哀伤；《乡村的味道》和《草儿疯

长》里的阳光、春天、露水、花粉都染上了大地的“味

道”，这种味道是作者与乡土之间永远剪不断的生

命联系。

与抒写乡土的在场体验不同，孟大鸣的在场体

验是发生在城市。他的《不得而入》讲述了一件作

者亲身经历的生活事件，虽然事情稀松平常，但却

像远处的钟声一般摇曳了作者的心灵。作者在离

开一家大型国企几十年后，突然有一天故地重游，

不料却被保安拦在了外面，而且还被当成搞推销的

骗子。原来，并非保安拒绝了他，而是２０年的时过
境迁将他阻挡在了大门之外。在孟大鸣的散文里，

虽是一起尴尬的生活小事件，喷薄而出的却是复杂

的人生况味，而这种特殊的在场体验，正是作者不

断拷问自己的心灵的结果。

卢年初的散文向来喜欢以智慧照见现实，以思

考升华人生体验。《在工厂的血液里》篇中，作者以

岳母的一生为切面探讨了个人与城市的关系。这

里的个人是以岳母一家人为代表的群体缩影，城市

则是城西１４里远的河?小镇的机械厂。通过讲述
岳母和机械厂之间的命运种种，来表达一个人生体

验：人与城市的命运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变成了骨

肉相连的整体。就像岳母的生命永远打下了工厂

的烙印，融入到了机械厂的血液里。作者以透彻的

审视和真挚的情感来关照生活，故能俗世中见真

相，体验中见真情。黄孝纪的散文《火车上》《涵管

里的一夜》中的情感抒发主体多是农民工、失业者、

扒手之类的社会边缘化人物，以这类人物的视角来

反映城市的面貌，反映人与城市的关系，表达他们

对广州这座城市痛苦和迷茫的在场体验。曾晨辉

的《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以“我”的成长史和南门广

场的变迁史，来审视个体与城市之间的共存关系。

谢作文的《远去的背影》在追怀父亲的同时见证城

市的发展变化。

　　二　个性化的历史文化品位

评论家谢有顺指出过文化大散文的一个历史

遗留问题：“文化大散文有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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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在自己的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

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请求历史史料的援助。”
［３］２０１４年湖南的散文创作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
解决了这一问题，让读者多了一些读文化大散文的

理由。

王开林是写历史散文的文坛宿将，继《大师》

《先生》《狂人》《隐士》《高僧》由复旦大学出版社

结集出版后，他的第六部晚清民国人物随笔《裱糊

匠》于２０１４年初出版。王开林的晚清民国人物系
列塑造了包罗了龚自珍、张之洞、章太炎、王国维等

在内的３０位文化名人形象，解读了他们的精神特
质和心灵追求。王开林的另一部历史文化随笔集

《四种活法》则是对现实的写作。在这部散文集中，

王开林归纳出四类人的活法：一是挺，二是混，三是

拼，四是隐。同时，作者在审视笔下人物的性格和

命运时，不忘站在时代高度去理性看待他们，并旗

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

今年，“花之语长沙女作家文丛”８本散文集子
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包括方雪梅《谁在苍茫中》、奉

荣梅《寒花淡影》、萧婷婷《寂寞是棵长满可能的

树》、何花《闲着》、许艳文《沉在湖底的天堂》、周湘

波《荷香人间》、孙学静《午后闲尘》、易大华《春阳

如笑》等８位湖南女作家，体现出了独特的文化品
位和历史感。“一定有些马，想回到古代，就像一定

有些人，怀恋默片。”在文化散文中，方雪梅一定是

那个想回到古代的人，她的《谁在苍茫中》是一部唐

诗宋词般华丽的复古散文集，作者撇开了一切的历

史，以女性的视角来走近那些古代中的女子。当

然，在语言上的苦心经营，也令她的散文稍显雕琢

之嫌。类似的复古风还有曾冬的《唐诗素描》和

《宋词素描》，因其独创的文本形式，唯美诗意的文

字，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奉荣梅的《寒花淡影》

虽然也属于历史文化散文的范畴，但并不在泛泛之

列，它有着特殊的情感因素。评论家石英形容奉荣

梅的散文为“笔尖上的爱滴出来的绵密与理性”，十

分精准地道出了其文化散文中以情动人的魅力。

２０１４年也是奉荣梅的丰收年，除了出版散文集之
外，她还相继发表了《心正而量远》《流寓湖湘———

历代外地名人湖湘寻踪》（获得２０１４年度长沙市文
联、湖南省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千年的背影》

《真德秀“秀”长沙》，并且在推出了３万多字的道
州文化散文专辑。许艳文的散文集《沉在湖底的天

堂》于今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散文《吟罢低眉无写

处》《也说“昨日黄花”》等表现出一种令人陶醉的

自然妙意、人文情怀。

彭晓玲的散文集《苍茫潇湘》是一部大历史文

化散文，从女性和人文视角，解读２２位历史人物与
湖湘文化的精神联结。她深入历史的深处，还原历

史现场，和这些历史人物进行灵魂的对话和身心的

参悟，力图从历史先贤身上发现湖湘文化的基因和

密码。王芳的散文集《一片素心缘故纸》以４８个文
学经典为写作对象，进行了睿智的解读和翻案，具

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比如她对叙事长诗《孔雀东南

飞》中女主人公刘兰芝的绝望理解：“爱情本身并不

值得她为之去死，但失去‘爱’的勇气，和被剥夺

‘爱’的对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发现‘爱’本身的

荒诞，扩大而为存在的荒诞就由此而产生了。‘举

身赴清池’，不再是她对她的爱人的爱情承诺的兑

现，而是她对自己所追寻的情意无法交代后的

无望！”

一些旅游型散文也显示出了较高的历史文化

品位。沈念的《梵净山时光》以进山的体验和沉静

的思考，探求自然哲学和时光秘密。袁道一的《千

秋翰墨壮山河》，以游访唐代诗人胡曾之墓为发展

线索，详尽介绍了胡曾荣辱成败的一生，阐释了作

者对历史人物的解读和缅怀。甘建华的《冷湖那个

地方》是一部另类的文史笔记，被列入了“柴达木文

史丛书”。作者对柴达木地区的天文地理人事进行

了鲜活详实的描绘，以庞杂的知识结构和引人入胜

的故事渗透出深厚的人文意识。刘奇叶的《最美不

过回首看緉山》在游历名山丽川之中抒发再回首的

辗转流连。还有邓朝晖的《逆江坪纪事》、朱文科的

《耒水古渡》、苏瑜的散文集《人在旅途》、谢德才的

《一个人的凤凰》、聂鑫森的“湘西三题”（散文）、范

精华的洞庭湖系列散文、杨国良的《旅途拾遗》，均

表达了在路上的文化思考。

　　三　个性化的哲学思考

思想是散文的内核，是作者对社会历史和人生

问题的理性认识。在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散文界出
现了思想散文的蔚为大观，这一时期中的王小波、

林贤治等都是思想散文家的代表，他们的文字“洋

溢着深厚的人文精神，闪烁着犀利的理性智慧”。［４］

时至今日，于今年的湖南散文创作中谈及思想散

文，首先不得不提谢宗玉，除了乡土散文，他的思想

随笔也是独树一家。其专题散文集《与子书》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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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被评论家称为“作家父亲写

给儿子的性爱经验”。这本散文集是作者以书信的

方式与儿子谈论性爱，情感真挚，尺度撩人。其中

谈论的话题涉及到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

一些敏感问题的深度分析，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人文

社会问题的独到观察和理解。当然，《与子书》的思

想表达并没有局限于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舐犊之情，

它有着更深层次的精神指向，即对人性的拷问与剖

析。除此之外，谢宗玉的电影随笔《楚门的世界》

《超脱》进一步将批判的剑锋指向了整个人类文明。

深沉博大的哲学意蕴是张灵均乡土散文的一

个典型审美特质，这种哲学意蕴不是扑面而来的，

而是通过生活中微小的事件或片段引发联想，由点

及面，继而产生更广泛、更深厚的哲学思考。譬如

在《一条鱼能游多远》中，作者由一条鱼联想到了自

己的命运：人和鱼是没有区别的，都不知道自己命

运。文章的最后，作者领父母看完他们自己的墓地

后，“他们笑得灿烂，看来是满意的”。这样的讲述

貌似平淡不奇，却深藏着人生意义的玄机和诗意，

这便是张灵均左手写诗、右手写散文的功力。

易清华的《生病札记》交织着生活的肌理和哲

思，表面上是讲作者从小到大的生病经历，实际上

是通过生理上的病来抛出一个哲学性的话题：疾病

在生命中的隐喻究竟是什么？带着这个哲学思考，

作者回忆了人生中的点点滴滴，并试图借用国内外

文学名著的力量找到答案。耐人寻味的是，几番苦

苦寻觅后，作者最终却是从父亲的背上找到了他想

要的答案：“我突然明白，爱就是唯一的答案”。

凌鹰的《远方的美丽》不仅触及历史文化的核

心，而且以深邃的洞察力和至深的人文关怀表达自

己的所思所想，获取生命与文化的真谛。这样的思

想散文，处处折射出智性的光芒，引人深思。土家

族作家黄标同样是在乡土之情的基础上表达哲理。

散文集《一扇窗》于新年伊始出版发行，作品情感饱

满，叙述流畅，在内容庞杂的世事纷争中表现宁静

祥和的精神境界，渗透着丝丝入扣的理性，体现了

作者对人生和世界的智慧思索。远人的《木垒三

题》在彰显他的诗人气质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生命

本真的追寻。这组散文是作者在甘肃某个地域的

三次精神之旅。首篇写旱地，作者发现了令人颤抖

的宁静；第二篇写鸣沙山，一座沙子聚成的高峰化

作了人生的精神隐喻；末篇写胡杨林，揭示出一种

对俗世的精神认同。通过对自然物象的诗意描绘

和深切感受，作者由迷惘到明悟，形成了对生命本

真的哲思。刘诚龙的《非常弱音》是一部精彩的杂

文集，作者以冷峻的眼光和幽默泼辣的笔法点评时

事，书写了现代人的浮生百态，将文人、官员、都市

男女三种不同身份的人物生存状态概括得精辟生

动，并且对三者背后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和批判，体现了作者的独特眼光与深沉思考。袁素

姣的《拾捡生活素简里的爱》于琐碎简朴的生活中，

梳理出爱的真义和哲理。

　　四　个性化的叙述手法

恰如其分的叙述手法对一篇散文而言意义重

大，只有采取合适的叙述手法，作家才能成为那个

口吐莲花之人，才能将那些平凡不入眼的事物，说

出个鲜花盛开来。谢宗玉在《西部》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发表了他的一组散文《故乡忆碎》，这组散文依然延

续了他以往的“新乡土散文风”，依然是写他那远远

的窑村。相较于以前，这组散文虽然在题材并无突

破，但却在个性叙事上显露了作者的一种先锋姿

态。其中《什么是家》是一篇萦绕着诗意的小说化

散文，字里行间流露出灵动温暖的气质，让人读来

畅快不已。通过对人物心境和行为的精微描绘，作

者让一个个庸常琐碎的细节变得惊心动魄，温暖感

人起来。这样的艺术效果除了归因于作者的妙笔

生花外，更重要的是依靠作者个性化的叙述手法，

让散文叙述带有明显的客观性和线索性，表现出明

显的小说化倾向。

与谢宗玉相比，同是写乡村散文的周伟在２０１４
年又火力全开了一把，收获颇丰。他的长篇系列散

文《大地书》获得了首届中国包公散文奖，《大地黄

好》入围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第五届在场

主义散文奖新锐奖，还发表了万字长篇散文《屋檐

下的小倮虫》和《草生》。周伟是实力派的乡土散

文作家，他的散文除了表现出别致的乡土风格外，

也格外强调叙述。在叙述结构上，周伟善于将小说

的元素融入到散文中，例如在长篇散文《草生》中，

作者在书写主人公草生的死亡时，就频繁采用了小

说化的叙述，虽然这种叙述在某些章节中略显冗长

琐碎，但依然比较完整地证明了周伟的叙述才能。

徐辉的《残垣随想》属于叙述形式上的创新。

这篇散文讲述了“我”与一个叫 Ｓｋｙ的女孩儿在高
原上采风的故事。虽然面对着同样的残垣，但两人

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感受。全文只有短短４００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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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却被分割成了１０个小节，每一小节多以一到两
句成行，加上字里行间盎然的诗意，使文章更像是

一组散文诗。不过，作者虽然借助了诗的叙述形

式，但在叙述结构上又并非完全的诗化，整个故事

的发生发展以采风的开始到结束为脉络，线索清

晰，逻辑性强，表现出了比较完整的故事性。

龙章辉的《那座正在醒转的花园》是一篇具有

很强的情节性和可读性的散文。作者以小说化的

叙述方式讲述了“我”与村里最美好的女人“梅”之

间发生的一段悲情故事。在锻造文本故事性的同

时，也在情节的起承转合上借鉴了西方现代小说的

表现手法，以心理的律动来作为叙述线索。譬如

“幸好，梅没有看出我的心事，她莞尔一笑，拍拍我

的肩膀就走了，留下一股淡淡的好闻的气息。”这样

的承接不仅大胆高明、灵动自然，而且还为叙述增

添了额外的诗意。

除此之外，廖天赐的《山里舅》呈现出来的是一

种全面叙事、内敛抒情的散文风格。与一般的抒情

散文相比，《山里舅》更注重小说化的叙述，强调以

饱满的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从“我”向山里舅求

援学费，到误会山里舅，再到最后揭开山里舅苦藏

心中近 ３０年的秘密，作者一路娓娓道来，埋藏悬
念，跌宕情节，活现出一个外冷内热、爱在心口难开

的山里舅形象。曾晨辉的《思乡者语》分“缺书年

代”“思乡者语”“短暂与永恒”“小干部小记”等四

个部分，表达了对时代、故乡、人生三位一体的体验

和记忆，用小说的手法记述日常生活，文笔质朴老

到、去尽铅华，体现出一种干硬却深邃的质感，其中

蕴含对生活的爱与痛，再现了笔记体和明清小品文

的神韵。还有邓跃东的《琴操流韵》、邓朝晖的《小

青》等作家的散文都在叙述手法上展现出不同程度

的个性化色彩。

除了上文提及的个性化表达外，２０１４年湖南散
文创作在书写日常生活和人物方面也达到了艺术

上的高度成熟。刘克邦的《自然抵达》和张天夫的

散文《禅无思》双双荣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自

然抵达》坚持对日常琐碎事务的真实书写，叙述风

格亲切、自然、朴实无华，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真善

美的宝贵品质。《禅无思》以对石门夹山禅茶文化

的哲学思辨和人生感悟独树一帜。蔡测海的《语生

活》写出对日常事物的个人感悟；杨华方的《一个人

的回家》则是对日常往事的追忆和怀念；黄三畅的

《檐水》在普通之极的檐水中窥见细腻情感；石继丽

的《我只想一直演到不能动弹》讲述了一位“横飘”

演员的励志故事；刘起伦的《“笑起来小眼睛迷人”

的王燕生》表达对恩师的缅怀和追忆；欧阳光宇的

《长辫·短发·白发》以浓郁亲情回首母亲的一生。

散文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淀和发展的过程，

２０１４年湖南散文创作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继承和创
新，创造了斐然多姿的成绩，显现出了文学湘军的

中兴之象。这种盛筵局面既得益于湖湘文化自身

的悠久文化底蕴，又与电子媒介时代的来临息息相

关。在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之下，湖南作家才能在尊

重文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以最大化的文学涵养来表

达自己的个性，开辟散文创作的新疆域。当然，对

于如何进一步巩固本土文学在全国文学格局中的

位置，提高散文的文化品味和加强当代意识，也许

将是湖南散文创作面临的下一个艰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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