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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域文化视野的绵阳散文创作观察
1
 

冯源 

【摘 要】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四川新世纪散文的发展，它的确是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涌现出了蒋蓝、

周闻道、阿贝尔、陈霁等富有较大文学影响力的散文作家，散文艺术的整体质量也显现出逐 级上升的趋势。这种

区域性散文名家的日益崛起和散文艺术整体质量的提升，极为有力地带动和引领了其所属的地域散文创作的向上攀

援。本文以绵阳新世纪散文为主要观察对象，力图通过对其主要的散文作家及其历史演进所予以的分析和评价,探

寻它之于整个四川文学的系统建构及其对于审美文化发展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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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四川新世纪散文的再度勃兴，绵阳的散文创作也凸显出一种崭新的局面，涌现出了像阿贝尔、陈霁、冯小涓、张怀

理等一些在四川或全国有一定文学影响力的散文作家，这些作家以各自的题材视野、内容书写、文本实践和审美情怀、人文观

照， 创作出不少富有中国新世纪文学精神丰仪的散文佳作或著述，不仅引领了绵阳本土文学的散文创作及其整个文学事业的稳

步前行，为绵阳这座中国科技城的盛名增添了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养分， 为四川新世纪散文艺术和审美文化符号系统的

建构也产生了较为重要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这很值得我们的关注和重视。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旨在探寻它的这种意义和

价值。 

一、阿贝尔的散文创作 

在绵阳当代散文作家群体这个方阵里，阿贝尔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也是创作成就十分突出者之 一，他的散文集《隐秘的

乡村》能够荣获四川文学奖，散文集《灵山札记》得以受到出版社的垂青，以及不少作品被收入中国年度优秀散文选本，都无

疑是有力的明证。熟悉阿贝尔的文学中人都知道，他的文学之路缘起于诗歌，随后又改弦易辙青睐小说， 但诗歌和小说都没有

使阿贝尔突破文学创作的瓶颈，倒是在历经了一段较长时间的沉寂后，在新世纪的阳光照拂世界大地时，他突然在散文艺术的

疆域里展露出了不同凡响的灵气和才华。新世纪伊始的阿贝尔，之所以能够非常清楚地找到自己文学之路的前进方向，爆发出

对散文创作的巨大潜能和特殊领悟，在外因上是由于此前的某些突发事件之于作家的强力悲伤和深层触动，以及作家对于它们

所进行的理性沉淀；在内因上则是因为作家在充分领受了生命寂寞的别样滋味，倍尝了人生的彷徨与苦闷、犹豫与疑惑、空枉

与莫名之后，能够长时间地沉潜于自己的阅读隧道里，直人中外哲学名著、文学经典的丰厚内部装载，对那些富有博大精深意

义的人类思想史、精神史纵情穿越和随心捡拾。这样一种阅读隧道毋庸置疑地给予了作家生命与认知、情感与思想、灵魂与精

神以最高强度的净化和最大力度的启迪。从阅读隧道里走出来的阿贝尔，那些曾经一度反反复复纠缠、扰攘他生命的困惑与迷

茫、创痛与伤悲完全被清空，仿佛步人一种从未有过的生命静宁、灵魂畅达的人生境界。富于了如此人生境界的阿贝尔，散文

这种富有较高情感真实、内心真实、灵魂真实程度的文体，就理当最适宜于他的文学书写和审美勘探，因为这样一种文体能够

最大限度地敞开一个作家的情感内里、心灵内存、灵魂内质、精神内核。所以无论是解读他《隐秘的乡村》里的散文代表作《一

个村庄的疼痛》《怀念与审判》《对岸》《一个务虚者的春天》，还是领略他《灵山札记》里的主要作品《浩江鱼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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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在圣洁的王朗》《自然之子》，都可以清晰地见知作家的这种情感内里、心灵内存、灵魂内质、精神内核。当然，上述

这些不过是任何一位好的散文作家都能完成的思想表达，但它并不是阿贝尔散文里最重要的东西，从人性的高度和人文的深度

展开审视和考量，以此凸显对于生命存在的深刻反思和对于灵魂内存的强烈内省，才是他的散文艺术特出于众多一般散文作家

的关键所在。《怀念与审判》一文，作家通过对父亲生前往事的复杂叙述，一方面表达出他对于父亲的无限深长 的怀念之情，

另一方面又对父亲生前的某些恶劣行径及其背后至高无上的父性文化权力进行严厉的思想审判，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现代反思和

精神内省。这种直接而真实、批判又理性的散文书写，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是需要作家富于很大勇气的。在《尼苏的眼泪》《1976：

青苔，或者水葵》《涪江鱼录》《生产队》等散文中，也同样强烈地表达出这种思想意蕴。 从这个意义上讲，阿贝尔的散文较

之于那些醉心于山水寄情的发抒、沉湎于私性自我的宣泄、执迷于小灵小智的表达，或者是展玩手法的灵妙、显摆艺术的幻美、

把弄语言的花样等一类的散文，更显出了思想意义向度上的丰厚和质重。阿贝尔的这种散文创作方式，不仅一举突破了绵阳新

世纪散文的沉重藩篱和深层桎梏，而且力表出中国新世纪散文发展应当具有的一种新品质新趋势。 

无论是基于对《隐秘的乡村》里书写内容的整体观察，还是源自对《灵山札记》中关注视野的深入考量，完整而深度地透

析阿贝尔的散文创作，我们不难发现阿贝尔散文创作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作家的散文艺术视野关注及其对于散文题材内容的 

遴选，都是围绕着一个地理空间或精神原点来进行的，这个地域原点就是那条数千年来都几乎没有太多变化，依然十分本我地

镶嵌于川西北大山深处的涪江，以及它所默然流经的川西北大地和绵延起伏的川中丘陵。身为涪江之子的阿贝尔，自生命降生

以来，耳濡目染的便是巴蜀意义的乡村和这条绕村而过的涪江。乡村的丰富内蕴和涪江的博大情怀孕育了阿贝尔，他仿佛是一

个富有现代意义的精神旅行者，沿着涪江的源流来来回回地体验与揣摩、查勘和打探、审视又解读，《怀念与审判》《一个村

庄的 疼痛》《我的老母我的疼》里的我的父母，《尼苏的眼泪》《在焦西岗听酒歌》《自然之子》中的白马藏 族群落，《国

营理发店》《桂香楼的拖拉机站》《孟家馆子》里的往日旧事，《涪江鱼录》《珍稀动物》 《1976：青苔，或者水葵》里的野

生动植物，《九寨沟》《雪宝顶》《在圣洁的王朗》里的幽秘自然，《龙安城》《阿琐四题》《阆中印象》里的蜀川城镇，乃

至《对岸》《一个务虚者的春天》里的孤独和想往、 《三处水磨房》的寂静和荒芜、《生产队》里的沧桑历史变迁等等，便有

如一连串由历史与现代、人物与事件、自然与社会共构出的复合又分置、有形又无形的影像从读者的眼前渐次流过，既给予我

们以情感、心灵和思想上的触动，又富有审美意义的阅读快感和精神愉说。由是，阿贝尔不仅展现出了一个精神行者的内省思

想和反思意识，而且彰耀出一个当代作家强烈的文体观念和美学精神。 

作为一个散文作家的精神勘探和文学图景构造，它无疑是一种精神意义属性的，因而阿贝尔在其散文创作中对于涪江源流

及其广大地域的书写，并非像某些旅游说明书那样，不是竭尽能事地宣扬风景名胜的别具一格，就是煞费苦心地夸赞旅游资源

的丰富无比，而是全然源自生命主体的真实的深层的精神性和审美性：在作品立意上表现出的思想性， 在题材发掘上凸显出的

精神性，在艺术表达上显现出的审美感，在散文语言上传递出的诗意感，以及对于忧患意识、人文思想和悲悯情怀的极力彰显，

就 使得阿贝尔的散文彻底剔除了所谓地理文化和山水风光这样的意表，从而富有醇厚的精神意义和浓郁的美学价值。然则，作

为一个力图在散文创作领域有所突破有所建树的作家，仅仅只有这样的书写原点又是远远不够的。 

二、陈霁的散文创作 

在为数不少的绵阳当代作家中，若要论其之于散文创作的专一、专情、专业程度，理当首推陈霁， 除了对散文自始至终充

满那份特有的独钟，他几乎不涉足其它文体的写作。或许正是因为拥有了这份特有的专情和执著，历经数十年的坚持不懈，陈

霁陆续推出了《灿烂时空》《五彩风景线》《山河故事》《诗意行走》《城外就是故乡》《白马叙事》《白马部落》等多部散

文集。如果说在《灿烂时空》《五彩风景线》《山河故事》这些早期的散文集里，陈霁更多地显露出了对“地理志” “旅游志” 

“风物志”之类物态文化的浓厚兴趣，存有些许宣扬地方风景名胜、旅游资源等价值取向的留痕，那么自新世纪以来推出的《诗

意行走》《城外就是故乡》《白马部落》三部散文集，便以一种兼容了理想主义豪迈气性和现实主义写实精神，且富有现代意

味的美学观念、文本探索的思想动能，为我们显扬出一个当代散文作家强烈的精神内涵、价值取向、人文襟怀、美学观照，以

及一颗始终处于审美节律变奏的诗意灵魂，也由此铸造了他的创作个性、散文风格、美学品质。有鉴于陈霁早期散文之于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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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之间，在美学含量、精神内蕴、文本纯度等方面所存在的较大差异，论者便以其《诗意行走》《城外就 是故乡》《白马部

落》作为主要的论述对象，旨在探析他散文的价值。 

散文集《诗意行走》可谓陈霁散文创作才华的大爆发，不仅给已然有些老气横秋的四川当代散文注入了一股新鲜而强劲的

活力，重塑了四川新世纪散文创作的繁荣景观，同时也从一种思想艺术的高度引领了绵阳新世纪散文的跃然前行，从而成为一

种具有标识意义的散文艺术范本。在这本散文集里，先前朴实无华、含蓄低调的陈霁一下子换变成为一个气性豪迈、激情奔腾

的浪漫之人，他擎着理想主义的大旗一路高歌猛进，恣意放怀于中国的大江南北，纵情俯仰于神州的壮美山河，深沉穿越于华

夏 的古往今来，或是以一个思想者的理性、睿智细致考量过往历史和当下社会，或者是以一个文学家的人文情怀深层浸渍大地

物象和芸芸众生。正是基于了这样的考量和审美，陈霁才能够以一种力度与深度、广度与厚度兼具的笔触切进中国社会的历史

腹 地、现实内层、文化腠理，以富有当代语言美感的散文话语发抒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于是便有了 《九曲黄河》《飘

雪的兰州之夜》《贡嘎在上》《为了一个可伶的皇帝上景山》《雪地上的甘州》《追随李白去青莲》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优美

散文的隆重登场。且不说这些散文所抵达的思想高度和精神高度，仅仅是它们所扬厉出的理想气质和所彰显出的艺术境界，便

让广大文学受众得以充分领略到一个中国当代散文作家那种特出的生命的诗意、思想的睿智、胸襟的放达、理想的豪迈、人文

的张扬、精神的挺立。从散文美学维度予以审视，《诗意行走》的审美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对现代散文多种美学元素所进行

的有力整合、恰宜处置和贯通运用，更在于它卓有成效地突破了中国传统游记散文写作已然模式化的艺术桎梏，一方面用艺术

处置的方式将“外宇宙”和“内宇宙”进行了现代性的深度汇融，另一方面则将分置的各种事件、人物、场景、细节集于一体

进行综合性的美学考量，挥毫洋洋洒洒，行文波折起伏，篇幅长制浩大，语言鲜活灵动，充分彰显出了作为新散文的艺术魅力。

由是我们可以见知和洞悉，在对《诗意行走》的整个构设之中，陈霁专情之深彻、用心之精博、立意之高远，它所以能够斩获

四 川文学奖，完全是一种实至名归。 

《诗意行走》的巨大成功，有力地提升了陈霁作为散文作家的形象内涵，极大地丰满了作为地域审美文化符号的绵阳文学，

但《诗意行走》同时也暴露出陈霁散文的一个弱点：极度张扬的理想主义“自我”对现实主义“自我”的遮蔽。面对这样的弱

点， 无论是作为富有较高程度文化自觉的陈霁，还是作为充满文学仪式感的陈霁，都具有足够的自视能力和自审思想。重装

之后的陈霁再度出发，以现实主义姿仪徜徉在散文艺术的朗阔天地，接连呈奉出散文集《城外就是故乡》和《白马叙事》。收

录于《城外就是故乡》里的大多数散文无一不表明陈霁在题材选取、思想表达、散文风格、审美倾向的新变，是陈霁有意识地

将自身关注的目光聚焦于自己的生命历史和社会变迁，通过对自身生命成长曲折历程的深情回溯，对故土的沧桑历史及其巨变

的描述，对于亲情和乡情、往事与岁月的深沉缅怀和深情眷顾，对于中国当代社会复杂的历史变迁的某种观照。关于《城外就

是故乡》的评价并不少见，这些文章的观点都同指它的艺术成就在整体上略逊于《诗意行走》， 但从另一种意义维度看，它

又鲜明地显现出不同于《诗意行走》的三个特点或优长：一是理想主义的退后和现实主义的登场，注人了更为丰富更加沉厚的

写实精神蕴示；二是增大现实书写和终极关怀的力度、深度、广度，有效地填补了《诗意行走》中留下的某些空洞意义能指的

空白；三是创作主体从文本背后挺身而出，将过去的“外视角”转换为当下的 “内视角”，由是生发出作家同自我内心和灵

魂进行直接对话，从而具有明显的自视、内审性质。从这样的审美意义看，《城外就是故乡》也别有一番艺术的韵味和文学的

价值。散文集《白马部落》则是以一个探寻者、体验者的双重身份深入到平武白马藏乡及其整个白马部落的内部，从历时性的

纵向维度叙述白马部落的前世今生，以极富想象力的散文话语来进行宏大的民族文化学意义的艺术建构，力显出陈霁对于这个

特有的少数民族的生存史、心灵史、文明史的深切关怀和审美发现。 

从《诗意行走》到《城外就是故乡》再到《白马部落》，穿越于历史和现实间的陈霁，以他长期的散文艺术探索和不凡实

绩，不仅给我们昭示出一条清晰的散文创作路径，彰显出一种特有的理想主义精神,也揭示出他的艺术建造是具体实践与理论

总结并行的本质，追求发展变化和富于创新意义，又有自己的选择和侧重。这种矢志不渝地追求精神，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只是这样的追求是单纯意义的题材选择，还是简质向度的形式探索，拟或两者的高度融合或是离散，所带来的将是思想的提升

还是审美的削减？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 

三、冯小涓的散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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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绵阳当代文学研究个中所遭遇的难度之一，便是对那些一直操持两类或多个文体写作，并且文学水平和创造能力始

终保持较高状态的作家，冯小涓就是其中之一。自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历史进程以来，冯小涓先以散文集《倔犟之眼》确

立自身的文学地位，后以小说集《在想象中完成》赢得更大的文学声誉，又再以散文集《幸福的底色》、长篇小说 《我是川军》、

长篇纪实散文《北川无语》为其增添了文学名望的厚度。将冯小涓的散文书写作为文学评论观照的主要对象，虽然不是两难选

择中的最佳选择，但却是有其根由和考量的，因为较之于她小说在题材选择和叙事艺术上所表现出的优长，她的散文在题材内

容宽度的发掘和在主体情感灌注的深彻上更展现出了搏广而丰富的程度，以及在散文思想蕴意揭橥上所凸显出的应有的广度、

宽度、深度，更富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文学评判的价值。当然，这仅仅是一个长于散文评论研究的一家之言而已，不一定正确，

还望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无论是对冯小涓的散文作品进行过学术梳理的文学研究者,还是一直喜爱冯小涓散文的那些文学受众都十分清楚这样一个

事实，冯小涓最初的散文凸显出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质：强烈的审美批判精神。 再度重新翻阅冯小涓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倔犟

之眼》，其中的《中国需要人道主义》《封建社会与主子文化》《恒定的尺度》等文中所恣意腾挪的审美批判精神，依然能够

令人清晰、真切地触摸到而深有触动。在这些文章里，作家或是有意识地选取中国历史进程中那一桩桩弥漫出假人道、伪仁善

的典型事例作为剖析的对象，对它们的种种丑恶行径及造成的罪孽予以尖锐地指斥和强烈地控诉，大声呼吁我们应当向其他优

秀民族努力学习，只有如此才能使醇厚、健硕的仁善情怀和人道精神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真髓；或是直人主子文化现象的

内层和深层，透视它之所以能够曾经一度在中国历史上大行其道的根由，严厉批判它给曾经的华夏民众的内心和灵魂所造成的

深重伤害；或者是对生发于现实中国的某些看似言之凿凿、实则荒谬怪论的文化事件进行冷静观察和理性思考，深度分析这些

畸言谬论的成因，直接亮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或者是将关注目光聚焦于当下社会里的个别日常生活场景，对严重缺乏尊重意

识的恶劣倾向及其人文精神质素整体下滑的现状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从上述散文的题材发掘和思想表达中不难看出，冯小

涓既是一位嫉恶如仇的正直作家，又是一位善于发现问题的文化智者，面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卑鄙、丑恶、罪孽， 她敢于亮出

锋芒毕露的批判利器，直刺它们的要害和关键；对于社会现实存在里的虚假、病态、畸形， 她富有正义、良知和人文精神，勇

于针锋相对地指出 弊端，或是进行娓娓道来的规劝。如果更为细致而深人地解读，冯小涓在这部散文随笔集里所展示出的审美

批判视野，又是甚为辽广而深瞻的，历史与当下、存在与虚无、物质与精神，几乎囊括了社会存在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

冯小涓的《倔犟之眼》不仅浸透着浓厚的审美批判和人文关怀精神，是作家思想能量和写作才情的勃发，也彰显出绵阳当代散

文抵达的精神深度和美学高度。 

散文集《幸福的底色》、长篇纪实散文《北川无语》则是在审美批判精神基点上的一种题材展阔和书写深化。较之于《倔

犟之眼》，《幸福的底色》最突出的在于，一是作家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审美观照转为一种“向内注视”，二是将散文书写的题

材范围进行有力的展阔和深化，试图通过对亲人和乡土的存在现状、思想自觉的渐次苏醒、庸常生活里的繁杂思绪、生命内部

的感知意向等的多维打量、纵横梳理、 反复思索，来体现作家对于生命存在的常态化意义和人类生存的普适价值的执著追问、

深度考量，诸如《劳作的意义》中对底层民众生存艰难的细腻描述及其所赋予的深深同情，《鱼和我生命中的四个小时》中对

被囚禁于狭小水缸里的那条鱼的长时间观察及其对于生命存在和意识自觉的思索，《肉体·身体·天体》中对单个肉体的构造、

生命内部系统的逻辑、宇宙大循环律则的亦实亦虚的叙写及其表达出身体观、生命观、宇宙观思想，《邂逅的美丽》中对于两

性之间复杂多样的身心关联、情思相与的深层体验和感知的诗意刻画及其传导出的反反复复的活灵生动的隐秘情愫等。从表层

看，这样的写作调整似乎只是冯小涓的一个策略或者一种技术，实则是她有目的地对自己的题材关注视野进行有力的开拓，以

及对于散文书写内容的更大展阔和深化；从所获得的实际效能看，冯小涓的这番调整，既没有因为她关注视角的“向内”而降

低散文艺术的审美意义和文化价值，也没有因了她书写对象的平凡与底层、 审美视野的主动收缩而弱化思想和精神的力度，反 

倒表现出同文学接受群体的心理诉求的无限趋近， 更多的情感共鸣和审美共乐迤逦而生，便是一种实至名归，但由此带来的在

思想力度和精神深度方面 的某些趋弱，我们也是不能忽视的。《北川无语》则是对北川地震灾难及其抗震救灾全程的纪实性叙 

写，体现出作家强烈而深沉的苦难关照和悲悯情怀。作家记忆中的北川，宁静安详、自然和美，民风 朴实、人文醇厚；地震之

后的北川，房屋坍塌、满目 废墟，家毁人亡、一片死寂。这一前一后的巨大反差和强烈刺激，给作家的情心和魂灵以剧烈的震

撼。 作家快速地拿起她那支富于良心的笔，奔赴一个个惨绝人寰的灾难现场，或是全景式的展示，或是局部特写的凸显，或者

是典型细节的刻画，极写出地震灾难给予北川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性重创，以及这群尚处于悲恸之中的北川人民又是如何挺起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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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的身躯同自然灾难进行顽强殊死的搏斗的精神。与此同时，作家在本书的文字叙述中佐以大量的图片，进一步强化了这部散

文作品的视觉冲击。 

发轫于审美批判精神的极力表达，到对亲情故里和底层人生的真实叙写，再至对地震灾难中罹难人群的悲悯情怀和强烈倾

诉，冯小涓书写出了她对于中国历史、社会存在乃至整个人类世界局部的生命认知、个人经验和审美理解、艺术创造，也书写

出属于她自己的散文史和美学史，拟或她的情感史、 心灵史、思想史。行文至此，作为一名关注她散文的研究者，有义务给她

一个善意的提醒：上苍赐予我们精力和智慧都不过是一种限量版，如果我们均质化地着力于多个文体写作，没有洞晓主要的增

长极， 就可能失之于另一个更高的远方。 

四、张怀理的散文创作 

较之于阿贝尔、陈霁、冯小涓这些均以散文书写成为四川文学奖得主，并因之收获了更大的文学声望或社会影响的作家，

张怀理便显得很有些哑然和落寞，之所以会生发出这样的说道或感慨，是因为熟悉张怀理的文学中人都莫不知晓，他应当算是

绵阳当代散文创作界的资深作家，早在上个世纪 80年代便开始在当时享有很高文学声誉的权威杂志《散文》上连续发表了为数

不少的散文作品，并赢得了时任该刊主编的欣赏和赞誉；在数十个文学之旅的春秋里，他的散文创作虽然时断时续，但也能积

小流 成大河，出版了《男人爱漂亮》《有一些感动》《温馨文字》。这些皆表明，张怀理的散文创作成就并不逊色。深入思考

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表层和内层上看， 是张怀理散文在精神深度、散文品格、艺术境界等方面的有所欠缺，以及散文著述内部

质量的不均衡所致;从深层看，是因为张怀理的散文艺术是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想观念的表达，而失之于当下仍然由精英文学

思想主导的文学评价标准的认同。 

如果从文学创作同社会生活之间所具有的密切程度来进行问题的考量，可以说张怀理的散文是绵阳当代散文作家中最富于

日常生活气息和世俗情怀的，无论是他先前出版的《男人爱漂亮》《有一些感动》，还是后来推出的《温馨文字》，其中的绝

大数散文皆是如此。或是从情感感知的视角出发，非常细腻地描写父子之间、父女之间、夫妻之间、同仁之间乃至众多一面之

缘的陌生人之间在亲情、爱情、友情、人情生活里的点点滴滴，试图表达这个时代之于人的各种情感生活所具有的某种意义达

成，如《纤 纤素手》《碑》《金桔》《吃点回头草》等所表现出的；或者是以个体人生经验作为探寻这个存在世界的原点，对

一件小事、一幅风景、一种现象、几处细 节、几种情形、几句话语进行较为繁复深人地叙写， 力图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

中探明一个普通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如《将善良进行到底》《把生活当 生活才是生活》《男人的弱点》《让生命去等待》等 

显现出来的；拟或是以一个当代作家的文化自觉、文化认知、文化判断为基准，通过对社会时尚、文化风尚、生活新潮等的深

沉体味和思量，透视它们之于当下社会普通大众的文化心理、情感认知、人文精神的影响，如《与刘德华换张脸》《把钱叫钱

钱》《远离淑女》《我与网友有个约会》等所展示出的。尽管在这些散文里含有些许张怀理故意为之的骄矜成分和美饰意味，

但他对于日常生活的叙写、对于生活意向的传递、对于社会时尚的关注、对于世俗情怀的表达，却在很大程度上应合了普通大

众的心理诉求和生活取向，贴近了当下文化市场的接受需要。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讲，张怀理的散文其实是一种文学艺 术同日常

生活、平民诉求、普通情怀的无缝对接和审美达成。 

对于生活哲理的发现和审美表述，无疑是张怀理散文的另一个明显特征。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宏观视角进行审视，叙事、抒

情、言理，在中国传统散文艺术观念里常常是三位一体、关联紧密，这种“三段论”式的散文写作模式，如一种力量无比的精

血 巳然深深地浸入中国作家的骨髓，作为这个作家群体中的一员，张怀理的文学身体里也自然而然地不会或缺这样的精神骨髓。

中国散文发展到今天，言理之名巳经被哲理表达所取代，表现方法也已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而富有现代美学的特质，这从张怀

理的散文创作中便可以管窥。张怀理对于哲理的发现，完全是着眼于日常生活本身，他有如一个时光隧道里的精神拾荒者，穿

行于林林总总的生活流、事 件流、情景流之中，对那些潜隐其中并且容易被我们有意无意忽略的生活道理、人生哲理进行思考

和洞悉；在对哲理的审美呈表形式方面，也显出相当的活灵而充满智性，或于文中，或于文尾，或是相机切入，或是自然涌出。

平凡琐碎的家庭生活里，总免不了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绊绊，怎样解决这些繁多又细碎的矛盾，每个人应当是各有其法其技

的，作家的方式是在轻盈的舞步中进行参透：无论是我进你退还是你退我进，只要能达到彼此舞步的协调，它便是和谐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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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生活中的夫妻之间相处，也是同样的道理。登山时遭逢意想不到的各种险阻，这是我们旅行者攀援登高中常常会发生的事，

是奋力跨越 还是畏葸不前，这需取决于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和实 际能力，所以作家提出要用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来看 待的山的险

要和不险要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常处于 牙牙学语、蹒跚行走阶段的婴幼儿来讲，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石坎、小土坡都是某

种险要;对于勇 敢而擅长攀高登险的能者而言，即或长空栈道也不过是一马平川罢了。春分时节观雨，本是一件赏心悦 目的乐

事，但老天很多时候并不顾及观雨着的快乐， 忽儿以凶猛的雨势纵横大地，制造一片狼藉，身临其境的作家深有触动，又不无

某种道理的发现:春雨贵如油，灌万物以生长，这当是一件极好之事；如果一旦雨水过量，就会泛滥成灾，将浇灌生命变成摧残 

生命，使功劳变成罪孽。 

对曰常生活的叙写、对生活意向的传递、对社会时尚的关注、对世俗情怀的表述、对生活哲理的探究，这些都为张怀理的

散文赢得了不少喜爱者。但透过这样的表层，我们又十分强烈地敏觉到他散文里隐藏着的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想观念的坚执。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确是当下中国较为流行的一种美学思想，将文学写作建基于之上，带来的成效显而易见， 譬如文学作者能更

为自如腾挪于雅俗两界、文学表达更加趋近大众的诉求、文学作品更能赢得市场的青睐等等，但由此产生的弊端也是有目共睹

的，诸如文学品格、艺术境界、审美精神的不断下沉，特别是它对于重大历史事件、重大社会问题、重要人类关切等所采取的

刻意回避和有意缺席，使文学的精神承载大幅锐减，这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学事业繁荣和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造而言,它将意

味着什么？ 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之，我们理当应有足够的警醒。 

五、把脉当下绵阳散文创作 

从文学的历史观和整体观出发来展开对绵阳当代散文创作的系统梳理和深层考量,我们不难发现：绵阳的当代散文创作是有

其自身的历史基础和 文学积淀，从事散文或兼及散文的作家可谓数量众大、人才济济。既有蜚声中外的文学大家沙汀和著名当

代乡土小说家克非、著名剧作家吴因易的卓越引领,也有像文然、陈霁、张怀理、秦传鼎、谭冬林等专事或主营散文的作家，更

有一群轻盈飞翔于散文、小说、诗歌、评论诸界的刘汤、郁小平、刘大军、 雨田、母碧芳、冯小涓、阿贝尔、贺小晴、谢云、

言子、 江剑鸣等多面高手，以及羌人六、灵鹫这样的青年才俊。倘若把祖籍为绵阳的作家再纳人其内，这个数量将会更为庞大。

本文之所以将阿贝尔、陈霁、冯小涓、张怀理四人的散文作为重点对象来加以分析 和论述，主要是鉴于他们在散文艺术方面所

取得的显著成就，以及他们在四川、全国散文界的影响力。 

肇始于新中国成立的绵阳当代散文，它的艺术流变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缘起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

第二个阶段始于新时期文学初、止于上世纪末;第三个阶段是从新世纪文学至今。第一个阶段的绵阳当代散文，无论是作家的数 

量还是作品的数量都可谓相当有限，散文创作的题材内容、思想表达,无不显现出对新中国人民当家作 主、新社会蒸蒸日上、

新时代气象更新及其意义、价值的充分肯定和赞美;在艺术形式上，一方面是对中 国现代散文艺术的传承，另一方面则留有杨

朔、刘白羽、秦牧、邓拓等人影响的时代刻痕，整体上缺乏艺术的突破和审美的创建。第二个阶段的绵阳当代散文,无论是在题

材内容的开拓、思想蕴意的发掘，还是在散文艺术、散文美学方面的追求和探索，都显示出了很大的发展变化和十分丰富的内

涵，从对西方现代散文的借鉴，到对中国现代散文的沉淀，再到对中国当代散文的建构，由传统文学意识的封闭与固化到当代

文学思想的开放与活性，从相对单一的文本观念演进为复杂多元的文本思想，这些由外在而内在、表层而深层、从形式到内容、

从物态到神髓的变化，都凸显出了新时期以来绵阳当代散文的新艺术气象和新的美学风范，尽管这样的新气象和新风范同中国

一流散文的精神高度、艺术水准之间仍有较大的差距，但已足以让绵阳当代散文进入四川当代文学史的关注重点。第三个阶段

的绵阳当代散文，无疑在文本写作和散文艺术方面都彰显出了强力的爆发。从表征上看，散文作家的人数急遽扩增，散文作品

及其著述的数量和质量快速提升，以散文创作成就屡屡现身于四川文学奖、全国冰心散文奖；从内蕴上看，题材的多样性、思

想的丰富性、艺术的多元化、审美的繁复化已然成为散文创作发展的趋势，散文作家的思想意识、文体观念、艺术气质、审美

精神更显出成熟而富有名家的风范，这些都为绵阳新世纪散文的再度腾飞，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从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流变和创作实绩来进行考量，绵阳当代散文又无不显现出自身的某些局限和不足，概而言之，绵阳散

文界缺少中国文学意义的 散文大家，正如余秋雨之于文化散文、王充闾之于游记散文、祝勇之于历史散文、刘亮程之于乡土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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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题材选取、思想认知、艺术求索的角度看，绵阳当代散文缺乏对重大历史事件、社会

题材、人类关切的主动选择和思想聚焦，缺乏对当下生活越来越物质化、功利化、现 实化、娱乐化应有的敏锐和警觉，对散文

观念、散文理论、散文美学的当代变革和发展的内生精神动力失之于理性思索和深层考量。从作家个体、艺术水平、美学境界

层面看，大多数绵阳散文作者都缺乏一种纯质向度的艺术追求，缺乏大视野、大格局、 大胸襟、大情怀的美学精神，这些作者

或是把散文创作看成是一种获取功名、拥有资本的重要方式，或是视其为一种业余文化生活的娱兴和消遣；与此同时，这些作

者也少有认真阅读、深沉领略中外名家大家散文名篇的冲动，难以接受当代散文艺术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理论、新美学，多

是按照已然固化的艺术模式、庸常的思想来从事散文写作。对于这些缺失除少数作者业已明确意识到并在创作中极力加以规避

或防止，大部分作者仍表现出较深程度的麻木。因而要使绵阳新世纪散文创作富有更大更 高的水平提级和质量升华，对于散文

精神的重建应 当是重中之重。因为任何一位当代意义的散文作者，如果失去了对国家的历史进程、民族谱系、文化构造、文明

程度、社会本质等应有的精神考量，缺失了对广大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生存状况及其人生诉求的精神观照，淡化了对个体意

义、社会意义、国家意义、种族意义、人类意义等逐级而上的精神发现， 必将患上不同程度的精神贫血症，乃至精神败血症， 

即使他的散文作品富有多么精妙绝伦的个性化、心灵化、艺术化，都不过是一种浅表意义、空洞意义的能指。从文艺研究和文

艺批评的角度看，绵阳文艺评论界在着眼于长期、立意于高远、构设于整体、聚焦于重点等方面都缺乏较为周详的思考和谋略，

这就 势必导致文艺评论家们的各自为战，多是凭着各自的审美趣味、批评爱好、判断标准、价值取向进行有选择性的阅读和评

价，从而失之于文艺评论的整体出击、群体发声的力量和气势。这不仅使文艺评论的实效和影响大为降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了绵阳新世纪散文前行的步伐。 

作为中国西部硅谷的绵阳，科学技术的力量和科学文化的魅力已是有目共睹，如果能够卓有成效 地灌注更为丰满更具魅力

更显标识的审美文化形态 的精神养分，必将召唤出更多民众情心向往。作为四川新世纪散文美学系统中的绵阳散文创作，正是

在努力酿造这样一种精神养分。从而推动文学和文化的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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