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 虫

莳花，又称时花，泛指花期不
久、花朵繁盛的鲜花，多用于城市
绿化及节庆日装扮；也被解释为栽
花，侍花弄草。20 世纪以著、译、
编蜚声文坛的周瘦鹃，同时也被世
人称为园艺大师，其所著的花草散
文名作集《莳花志》（浙江文艺出版
社2020年1月出版）便是这么一本
关于花花草草的美文集。

鲁迅曾称赞周瘦鹃的翻译作
品《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为

“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周
瘦鹃不仅翻译与时事和名家有关
的作品，还是鸳鸯蝴蝶派中著名
的爱国作家，他还创作了大量园
艺花草的小品文，而且文笔圆熟，
有识有趣。

捧在手上的《莳花志》既不是
鲁迅所推崇的翻译作品，也不是
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它说的是
周瘦鹃的个人爱好——侍弄花
草。书中讲述了他对花草的感
悟，对花草的了解，还包括古人对
花木的喜爱和了解；他的文章，不
是单一地诉说一个人如何爱花，
而是在谈每个花的历史和传说以
及流传下来的习俗、文人字画等。

世人爱花，喜欢的是被花朵
装点的美丽环境和散发出来的芬
芳香馥。而周瘦鹃爱花则不同，
他的爱在了解，在一种追求美的
心灵；他会因为喜欢花，而去了解
花的故事、传说、种类等；他自诩
周濂溪的后代，于是将莲花称为

“吾家花”，但他并非叶公好龙，他
去了解莲花探究莲花，于是知道

浣花溪的由来，知道莲花多种多
样的别称。

周瘦鹃对花的喜欢透露着婉
约的气质和探究的精神。他不直
言自己如何恋花、如何痴花，却将
各种赞美喜爱花的古诗文全部罗
列出来，然后告诉你，古人尚且如
此爱花，这么多名人尚且如此爱
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我”，又怎
能不爱花惜花呢？他对自己作品
的命名，紫罗兰、紫兰芽、紫兰小
谱……其实细想，周瘦鹃并未完
全改变其鸳鸯蝴蝶派的风格，只
是在苏州这个充满吴侬软语的地
方，他的“靡靡之道”全部寄托在
了花草之上。

常人看花草类书目，无外乎
是从花草的种类开始入手，直接
而简单地将花按科目或者季节分

类，周瘦鹃则不同，他对花的探究
精神，从本书的编排可见一二，从
花之语到花之道，从春夏秋冬四
个季节入手，为我们讲述他与近
四十种花草的故事。他种花也看
花，欣赏自己栽培的小生命展现
出的英姿，也能看到绚烂夺目的
美丽，并且不止步于莳花的成就
感……花的故事在我们口中相
传，但少有人将之记录下来，周瘦
鹃却在书中将这件事做到了，还
做得特别有趣味。读罢，让人心
生遗憾：花与人的故事如此多且
美好、花会的习俗如此热闹有意
义，怎不见更多的流传，反而在一
点点地流失和衰败呢？

《莳花志》序中有言：“追求
美，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也不是
为了一些急功近利的企图，追求

美，只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陶冶，
对自己修养的一种锤炼。”而周瘦
鹃对花的喜好不仅仅是对修养的
锤炼，也是对自己充沛情感的一
种寄托。

□邓鹏 吴健锋

生于明末清初的李渔
是中国戏剧大家，也是戏
剧理论大家。上世纪 90 年
代初 《李渔全集》 出版付
印，2010 年新版的 《李渔
全集》 又梓行于世，内容
愈加丰盈，为后来的学者
提 供 了 弥 足 珍 贵 的 资 料。
李渔其文其人，多有为后
世称道之处，其为学为人
之思想，亦对后世影响深
远。河北大学教授贺志朴
的 《李 渔 的 生 活 美 学 思
想》（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9
月 出 版）， 为 李 渔 的 研 究
增砖添瓦，其对李渔生活
美学思想之叙议，内容丰
富，文质朴美，是对先贤
最好的纪念，也有对后来
者新的启迪，充分展现了
当 代 李 渔 研 究 的 学 术
水平。

李渔别具一格的美学思
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其戏
剧、评述、诗词、小说等作
品的内容、艺术特点和创作
风格显露出的气质、情感与
审美情趣，成为中国古典美
学中的耀眼明珠。《李渔的
生活美学思想》将李渔个人
的感悟，置之当下，以创新
性的视角、开拓性的思维、
融合性的研究取向，为读者
呈现出了一幅精美的美学研
究画卷。

全书内容丰富、视角
全面，分别选取了戏曲审
美、女性审美、家居环境
审美、日常生活设计审美
等几个方面，尤其在对女
性的审美设计、家居环境
的审美设计和日常生活的
审美设计方面作出了比较
系统的总结与叙论。论述
要 做 到 全 ， 是 极 其 不 易
的 ， 李 渔 本 就 著 作 等 身 ，
其创作的评叙文体种类繁
多，时间跨度长，涉及文
学、宗教、生活、美术等
诸多层面。作者从历史现
实 中 抽 丝 剥 茧 娓 娓 道 来 ，
为读者描绘了明末清初的
社会生活景象，并对这一
时期的文艺思潮、美学动向进行总结提炼，点评
力道入木三分，可谓砺心。古典美学研究不同于
一般的学术研究，它既要尊重当时的历史情景，
又要有观照当下现实生活的视角，将李渔的生活
智慧审美意趣介绍给今人。李渔的生活美学观
里，生活的细节与艺术审美是不可分割的，李渔
不是要用美学设计彻底代替生活，更多的是一种
观照生活的视角，诸如戏曲表演的空间程式、礼
乐规制，女性装扮的衣形修饰、歌舞艺质，家居
环境的空间格局、丰俭取异，日常生活的器物陈
列、花鸟馔食、养生之道，作者深入浅出地道明
了李渔生活哲学的审美意趣，要言不烦。

该书对李渔生活美学思想体系性的总结与概
括，构建了洞窥李渔生活美学以及李渔所处时代美
学思潮的视野框架。近年来，李渔研究在学术界受
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相关成果也不断涌现出来，但
对于李渔戏剧、生活、家居等全方位的美学分析尚
未有如此全面的论述。以往的学术成果多有李渔戏
剧理论、诗词小说理论，但李渔其人其文其事留给
后世的美学影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诸如李渔生活
审美思想的当代价值、李渔美学思想的应用案例
等。对于传统经典和文化精髓的批判性吸收应该观
照当下的社会现实，以往学者的目光多限于戏曲、
诗词等文本的读解，本书则拓展了李渔美学的研究
角度，并将研究的触角向生活的日常延伸，对李渔
美学思想做到了横纵概观细究，带领读者逐步识见
深入。

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产生了更多关于
生活美学的求索，高扬感性、歌诗娱乐既是李渔当
时所追求的生活乐趣，也为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提
供了借鉴，《李渔的生活美学思想》 就以朴实的叙
述、精练的文风，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美
学世界，也为后来学者提供了一场值得细品深思的
学术盛宴。

《李渔的生活美学思想》在编写上体现了全面性
又有创新性，既吸纳论述了李渔生活美学思想，也
建构了体系性观照李渔生活美学和现实生活美学的
框架，兼具生活的实用性与科研的学术性、系统性
与现实性。本书既可以帮助读者较全面地了解李渔
的美学思想，获得心灵的滋养，又可使研究者在阅
读中受到启发，对李渔思想的研究向更深、更广的
方向发展，从而让李渔生活美学思想得以绽放更绚
丽的光芒。

□桫 椤

作为游弋于叙事和抒情之间
一种博采众长的兼性文体，散文
一直因为自由而茁壮——直到今
天，当小说因为技术和资本而面
临被产业化的危机，诗歌受到社
会心理影响而易被情绪裹胁时，
散文依然故我。尽管报纸、杂
志、网络上的散文作品不少，但
有辨识度的并不多，很多同题材
的几无差别。所以散文生态格局
也属“金字塔”型。获第三届孙
犁文学奖的 《木头的信仰》（刘
云芳） 和 《一个人的工地》（蒲
素平） 是这两年河北散文创作领
域的代表性作品。观察2019年文
学现场，河北散文创作硕果累
累，不啻为文学繁荣的一个表
征，但由于数量较大，我们只得
从抽样得来的某些作品中，深入
时代经验和作者体验的密林，寻
找散文为时代、文学和个体情感
代言的证据。

中国经验的个人表达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文学为中国经验创造了独特
的审美表达语境。散文钩沉记
忆、直面现实、观照心灵的功
能，使之在为时代赋情、为人民
赋义、为英雄赋美的同时，也创
造出属于文体自身的荣光。主题
创作堪称该年度内河北散文最重
要的总体性特征之一，一批用白
描、对比、叙述、议论等手法，
以观察景物、感受风情、回忆人
物等为主题，多角度表现新中国
发展史和改革开放新风貌的佳作
出现在省内外媒体上，它们叙说
真挚，情感细腻，风格清丽，为
读者了解生活变迁、感悟家国情
怀指明了多重路径，也彰显了散
文的社会担当。

刘江滨的《那一湾清凌凌的
水》（2019 年 5 月 29 日 《人民日
报》） 表达对家乡“水事”的追
溯、记忆和感怀，文中的水仿佛
一面镜子折射出改革开放的新成
就，并由对新生活的展望完成对
时代的情感认同。该文开篇通过
个人名字的寓意实现由客体向主
体的情感过渡，之后层层推进，
在对历史的追溯中叩听“一枕水
声”，在对童年农耕生活的回忆
中记起由水而起的快乐和困顿，
再由当下一渠清凌凌的水展望新
时代生活的“迷人姿容”，实现
了由小见大的意蕴跃升。同样以
水为时代“镜鉴”的书写还有朱
阅平的 《北京水事》（《绿叶》
2019 年第 9 至 11 期），这篇颇有

“大文化散文”气象的作品以官
厅湖为中心，上溯洋河、桑干河
两岸历史的波诡云谲，中涉封建
帝王变无定河为永定河的无限决
心，旨要则落墨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修建官厅水库根治水患的宏大
气魄和新世纪以来湖水治理后人
水共欢的快慰心情上，将自然、
历史和现实汇于一条河流中，为
读者抒胸臆、发幽思准备了材料
支撑，也使作品充满文化意蕴。
与上述写法相近的还有沈晓东的

《深河情缘》（2019 年 5 月 10 日
《河北日报》） 和冯小军的 《云
勇 的 山 林》（2019 年 5 月 22 日

《人民日报》），都在表达亲历者
对社会生态观念进步的感受。杨
辉素的《露天电影——时代的影
像》（2019 年 8 月 9 日 《光明日
报》） 则将看电影作为瞭望改革

开放的小窗口，以个人观影方式的
变化为国家和时代放歌，个体体验
放大为时代经验。

郁葱的 《此去经年》（《长城》
2019 年第 2 期） 回忆与田间、李满
天、张庆田、肖杰、王洪涛五位河
北文坛名家的交往，低徊的叙说夹
以浓烈的情感，令文字在人物经
历、才情秉性和历史烟云的缠绕中
迸射出穿透时空的力量。该文以个
人回忆录为人物立像，为当代文学
史补充了弥足珍贵的口述史资料，
更是通过回忆人物对文学事业的赤
诚、坦荡磊落的襟怀和扶掖青年的
不遗余力，客观上展现新时期以来当
代河北文学精神的底色和相貌——这
已区别于普通的怀人之作，虽仍是私
人书写，但已具有公共记忆的担
当，是对中国经验的具体化表达。
刘建东的 《去梅洁的家乡》（《当代
人》 2019 年第 11 期） 记述探访南水
北调水源地的经历，顺着郧阳的历
史和现实脉络，既向长期关注工程
建设和移民生活的散文家梅洁致
意，也向当地作出巨大牺牲的百姓
们致敬，为理解改革开放的新成就
尝试了新的情感角度。周喜俊的

《吴冠中与西柏坡》（2019年7月5日
《光明日报》） 通过对油画 《中共中
央西柏坡旧址》 创作过程的考证，
还原了历史真相，行句间充盈着对
艺术家敬业爱国之情的赞许和对革
命传统精神的敬仰，毫不矫饰的抒
情鼓舞人心。尚未的 《那抹山脊
红》（《长城》 2019 年增刊） 将个
人、家族和家国统一起来，通过对
爷爷和狼牙山老兵抗敌报国事迹的
书写，表达了一位老军人对英雄的
仰慕和崇敬之情。

私人记忆的情感转化

散文的思想史意义，建立在文
体的开放性所形成的个性化表达
上。写作者千差万别的生活经验和
管窥社会、感悟人生的不同角度，
使标记私人记忆的书写在年度散文
中的数量与主题最为丰富。藉由或
灵动或深沉的叙写，童年记忆、亲
情体味、世事变迁等交织成一曲旋
律繁复的乐章，成为人本意义上生
存和生活的审美化写照。

刘萌萌的 《绿火焰》（《芙蓉》
2019年第4期） 是以散文笔法成功处
理日常经验的典范之作，在水泥厂
区艰苦的生活中，母亲和陈姨始终
让蜂窝煤里“现实主义的火焰”强
劲燃烧，一个严谨到“不比约定早
一分，也不会迟一秒”，但又有着

“泼辣女丈夫”性格的陈姨跃然纸
上；在她们身后，是“孩子们刚刚
萌芽，身边的生活若蓬勃的树苗，
呼啦呼啦向上窜着绿火焰”；看似意
识流般的回忆背后，透着的是对一
家人热爱生活、向往美好的恬静回
味 。 绿 窗 的 《草 药 香 里 眠 冬 至》

（《福建文学》 2019 年第 2 期） 采
用折叠时间的写法，从父亲当“赤
脚医生”的生活写到病故，然后才
追溯父亲由好猎手向好医生转变的
缘起，中医知识、传统文化和传奇
病案使叙事部分笼着一层神秘气
息；由父亲对三个女儿的思念写自
己对父亲的思念、跨越私人化的亲
情而使对父亲的怀念成为乡亲们的

“共情”是两个极特别的抒情点
位。连亭的 《一只燕子在离去》
（《民族文学》 2019 年第 5 期） 以
土地、生存和命运的复杂关系，为
成长记忆建立起坐标，疾病、劳动
和理想让作者感受到难以承受的生
命之重，对生命的细腻感触、自觉
反思意识与深沉的表达结合起来，
显示了作者极高的散文天赋；她的

《个人史》（《中华文学选刊》 2019
年第 8 期） 在同类题材中表现出鲜
明的异质性。

苗莉的 《生命之树》（《散文
百家》 2019 年第 9 期） 以陪伴父亲
三十多年的山楂树为意象，通过移
情的方式将之与父亲的生命建立起
修辞关联，实现了物象与人情的转
换，使父亲的生命和“我”对父亲
的怀念之情获得了形而上的呈现。
宁雨的 《老刺槐记》（《天津文
学》2019年第2期） 中，“老刺槐二
世”作为以家族命运为代表的乡村
传统象征出现，老树因风而倒，小
树新生，这与传统生活迭变之间形
成了神秘的呼应。齐未儿的 《盐碱
滩》（《散文》 2019 年第 11 期） 以
风物在大地上的艰难生存隐喻人和
命运，“和这里的每一株植物一
样，平凡，沉默，尽可能隐忍”一
句道尽了人世的艰辛和坚韧。唐棣
的 《丢 魂 者 言》（ 《南 方 文 学》
2019 年第 6 期） 延续了其“马州故
事”风格，通过姥姥的癔症、武大
娘给母亲叫魂和“我”在墓园里的
经历，写出了乡村神秘风情在个体
成长中的作用，呈现的是乡村少年
群体性的隐秘心理。刘云芳的 《寄
居者》（《北京文学》 2019 年第 10
期） 以姑姑和表姨一家的生活和人
生遭遇为剖面，窥探到乡下人在城
市里的生活状态，“寄居”二字之
下是生存压力中的无助与无奈。

饱满而真挚的情感是散文最直
观的阅读感受。在呈现私人记忆的
书写中，由于所记之事多出于自我
经历，所以爱恨冷暖、悲喜愁怨之情
自然生发，范春兰的《山间百草香》

（《当代人》2019 年第 1 期）、靳军的
《今夕除夕》和陆旭辉的《今又端阳》
（《散文百家》2019年第9期）、赵海萍
《最后一次探望》（《星火》2019年第5
期）、张卫华《会折纸的人》（中国作
家网 2019 年 8 月 13 日）、花雨《祖父
的风》（《西北文学》2019年第4期）等
给读者营造的都是沉浸式的情境
世界。

精神体验的主体阐释

从主题论，散文最重要的文学
性品质，是写景、记事和抒情背后
屹立着的精神气象，这股气脉让碎

片化的生活现象和普遍性的情感
流泻避免了牵强而生硬的堆砌。
在年度创作中，表现由日常生活
中的经历和见闻而起的精神体验
作品，在立意和技巧上都代表着
这一文体的标高。

王力平的 《赵州桥上看风
景》（ 《当 代 人》 2019 年 第 1
期） 是一篇内涵丰富的作品，区
别于普通游记白描景物或借景抒
情的写法，文中依时间顺序写出
了个人所“见”的“三座”赵州
桥：一为未曾开发“素面”示人
时的桥，二为被文博和建筑知识

“建造”起的桥，三为批判意义
中的理想之桥。在传递知识的同
时，该文为理解赵州桥的前世今
生和文化价值提供了新视角，对
历史的沉思和现状的反思使之凝
满疏朗而又不失庄重的质感，更
可贵的是文章并未被“插队”一
语带入回忆个人史的歧路中，足
见作者的文体自觉和阔达的人生
境界。辛泊平的 《〈书店〉：心
灵的秘密花园》（《随笔》 2019
年第 2 期） 从小时候去书店的经
历引出对西班牙电影《书店》的
理解，影片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和
一家书店的命运，表现了人类追
求美好事物的勇气和信念，作者

“走下屏幕的剧中人”的精神身份
殊为难得。刘亚荣《葫芦船渡》
（《湖南文学》 2019 年第 8 期）
由葫芦写到父母，为葫芦赋予亲
情，又忆及“葫芦大大”的遭遇，叩
问生命的无常，后通过葫芦的人
文象征而发出“葫芦渡”能否泅渡
个体命运的疑问，文意多次递进
转折，极尽“散”思但内里却不失
气脉。路军的《苏轼与草根士子》
（《四川文学》 2019 年第 7 期）
通过苏轼与李廌、董传的交往，呈
现一代文豪扶掖后学、悲天悯人
的文人情怀。海津的《十面埋伏》
（《散文》 2019年第 9期） 由善
弹的“汤琵琶”写到楚汉的“十面
埋伏”，毫不掩饰对项羽英勇与豪
情的赞赏。王继颖的《默庐的光
辉》（《散文百家》 2019 年第 5
期） 系参观冰心与吴文藻旧居后
所作，爱与温情在历史烟云中被
化度，传感至今愈显温暖。

北野的《裂缝与阴影》（《十
月》2019 年第 1 期）堪称“诗化散
文”的代表之作，以极为跳跃的诗
性语言阐释自我对客观世界、经
验逻辑的主观感受和理解。作者
自客观现实中撷取意象建立起具
象化的世界，通过比喻、象征等指
向抽象的概念和观念场域，延展
了无限广阔的意义空间，显现出
作者理解万物的特异方式。孔淑
茵的《四小时五十分》（《散文百
家》2019年第 9期）写暗夜中堵车
后的所见、所感和所思，本无关联
的人、物、事在特殊的机缘和场域
中相遇，生活的诗意油然而生。
蒲素平《一根角铁的生活》（《星
火》2019 年第 6 期）将工地上的

“角铁”作为审美对象，将自我对
生命的理解灌注进角铁中从而达
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以物喻人
的特征明显。虽然的《三牲记》

（《散文》2019年第 5期）更像三篇
精短的小说，三个与动物有关的
故事映射了人的情感，所遵循的
是寓言化的叙事伦理。刘世芬

《退场的姿势》（《散文百家》2019
年第 11 期）由芭蕾舞演员的退场
姿态联想到人生的进退流转，为
生活提供某种艺术化的解释。

如本文开头所言，上述文本
篇目只是2019年河北散文创作中
的“样本”，另有体量庞大的作
品无法一一详述——其中同质
化、模式化和情感虚假、表达肤
浅的作品亦不鲜见，这应当为写
作者所警惕。

11
2020年1月17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田恬 视觉编辑：喻萍
电子邮箱：hbrbds@163.com

生
活
美
学
中
的
现
实
观
照

—
—

评
贺
志
朴
《
李
渔
的
生
活
美
学
思
想
》

2019年
河北散文
扫描

为
时
代
、文
学
和
个
体
情
感
代
言

（三）

1

2

3

花草的寄托 ——评周瘦鹃《莳花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