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历史的现实阐释

年度内河北散文的题材选择涵盖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但不限于对历史人物、事
件、乡村生活和时代主旋律的书写。在可谓
洋洋大观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较为清晰
的主脉，即贴近现实生活和彰显历史意识的
书写备受重视，而后者最为突出。这与 20 世
纪30年代以来的河北文学传统具有相当程度
的一致性，甚至远追中国抒情散文中的“言
志”传统。精神追求与“燕赵风骨”一脉相承。

以刘江滨为例，最近几年他迅速完成了从
媒体人向散文家的华丽转身，成为文坛上散文
领域声名鹊起的作家。他的多篇厚积薄发之
作尽管以现实为鹄的，却多从历史起笔，始终
在长长的传统背影中行走。《有个村庄名诗经》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12月1日）从地名
开始追述《诗经》的流传史，进而凭吊在《诗经》
滥觞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历史人物毛
苌。文中写到在毛苌墓前的一个动作，昭示了
他对待传统的虔敬态度：“我双手作揖，深深向
毛公拜了三拜。”将此置于结尾对中国乡村的
想象之前，意欲建构的是传统与未来之间必然
存在的因果关系。另一篇作品《槐苍苍》（《雨
花》2022 年第 12 期）写法与此几近相同，通过
梳理槐树这种北方常见树种与人民生活之间
的紧密历史关系，从而将它的栽植史转换为民
族精神形成的文化史，并在现实中铺展开所寓
托的情感追求与未来图景，意欲证明的仍然是
历史指引未来的文化定理。

厚重的历史情结弥漫在众多河北散文作
者的头脑里，过去的经纬线成为确认当下的
坐标系。郭文锁的《三个人的瓮岭》（《美文》
2022 年 7 月上）藉由一次刻意为之的进山之
旅，在回望人生旅程的同时，由朝拜女娲、山
神和前行者再到缅怀抗日先烈，始终保持了
对传统的敬仰。路军的《草木絮语》（《四川文
学》2022 年第 12 期）以乡村常见的果蔬与花
草为书写对象，但亦不忘从典籍中爬梳它们
的舶来史和附着其上的文化意涵。与此相
类，芷妍的游记《游园惊梦》（《散文选刊》原创
版 2022 年第 1 期）在游观风景中叩听藏匿在
古迹中的历史足音；刘亚荣的《金山风物记》

（《雪莲》2022 年第 4 期）在饮食菜肴、民间工
艺中钩沉江南独特的地域传统文化；绿窗的

《次第春风到草庐》（《民族文学》2022 年第 5
期）在可触摸的家族故事中展现对非遗剪纸
艺术的传承，将“我”与奶奶和父母之间的情
感牵系与对传统文化的爱与责任融为一体，
现实与传统之间的张力使叙述产生了深沉醇
厚的韵味。史丽娜的《时光里的滹沱河》（《美
文》2022 年 4 月上）选取滹沱河下游的单桥、
河旁的两个村落以及上游的阿育王塔为叙述
的焦点，发掘披覆在自然风光和生活表象之
下的文化意蕴，在将空间时间化的同时，诸如

“滹沱河这无法定论的一笔，定睛看来，却是
藏了诸多智慧”这样充满情感色彩的表达，仍
然保持了对历史传统足够的赞许与崇敬。

地域认同与反思传统

与河北文化传统的衔接，通过对“燕赵风
骨”这一地域性格的认同直接表现出来，尤其
体现在写人的作品中。路军的《清风明月》

（《火花》2022 年第 2 期）主人公是苏轼，苏轼
的仕途从未安定，但作者独钟其与王安石、章
惇、曾肇、昙秀等的交往，并非他们中间有多
少跌宕的传奇故事，而是“清风明月”般的情
谊品质。重情重义、宽容磊落、浩然达观的襟
怀，对应的正是飘荡在燕赵历史上空的“慷慨
悲歌”。这已然成为河北散文家选定书写对
象的一条标准，写古人如此，写今人亦如此。
尧山壁的《忆顾随先生》（《光明日报》2022 年
1 月 21 日）历数了先生的渊博学问和讲课神
采，回忆其讲授领袖诗词时对豪放气势和英

雄境界的赞叹，并用“牛的耐力，龙马精神，
鞠躬尽瘁，灯油熬尽”定评先生的一生，可谓
具有一种为了学问和学生而牺牲自己的“侠
义”精神；冯立新的《老庄》（《散文选刊》2022
年 1 月下）精于对事件的记述和场景的白描，
但真正让人物立起来的则是合乎其职业道德
和形象的勇敢无畏与江湖义气。韩愈《送董
邵南序》开头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
士”，到了《隋书·地理志》则具体化为“悲歌
慷慨”“俗重气侠”“自古言勇敢者，皆出幽

燕”。其实细想，这一地方性格的形成并非
天然，而是历史留给因自然条件艰苦、政治
势力割据而祸乱不断、难得太平生活的北方
一笔不菲的精神财富——它绝非独属于燕
赵，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精神血脉的重要
内涵。

信奉历史文化传统，是河北散文重要的
主题取向。传统成为一种信仰，对当下的、特
定的人和事产生了可见的影响，日常生活也
因此被高度意义化。我们犹如对待新生事物
般热情且虔诚地对待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历
史成为现实的某种表现形式。散文是保留了
浪漫主义表达功能的文体，但这并不意味着
它不宽容理性。在对传统的书写中，陆旭辉
的《人心的重量》（《散文》2022 年第 12 期）以
其独特的历史观，成为年度内值得关注和讨
论的作品之一。与众多沿袭习惯性视角进行
的观察不同，作者对“关羽成圣”这一文化现
象的思考建立在思想史的基础上，通过“关圣
崇拜”揭示社会信仰产生的奥秘。作者运用
资料之丰富、论说之翔实使文章兼具史学价
值。刘江滨的《人性的幽暗》（《散文百家》
2022 年第 2 期）与他的前述两篇作品不同，通
过讲述魏忠贤的一生来揭露“人性的幽暗”，
背后的思想逻辑建立在对封建制度下身体政
治学的批判之上，而对人性和命运的喟叹又
使之保持了散文叙事的感情温度。

时代精神中的个体情感

直面现实的书写在散文天平的另一端，
就其风格和所折射出的思想而言有着不同的
向度。一类是对时代精神的高度认同，传统
现实主义的写作伦理仍然发挥着强大的作
用。冯小军这几年专事生态散文创作，《在
塞罕坝打号》（《文艺报》 2022 年 9 月 4 日）
在向公众普及林业知识的同时讴歌林业工人
的奉献精神；《被移栽的命运》（《北方文
学》 2022 年第 6 期） 用夹叙夹议的手法讲述
大树从山野被移栽后遭受的伤害，对破坏自
然的行径予以无情批判。绿窗的 《愤怒的野
猪》（《黄河文学》 2022 年第 4 期） 也可归
于生态写作的序列中，在探讨人与自然的相
处之道时，野猪咬死牲畜的故事则暗合了

“善恶有报”的朴素伦理。虽然的 《冀中物
语》（《文艺报》 2022 年 11 月 4 日） 写乡间
田地里的事物，不经意间表露着对传统乡村
自然生活的向往。宁雨的 《滹沱河笔记》
（《散文百家》 2022 年第 10 期） 写人与景
的“双向奔赴”，结尾的“滹沱河赐福”指
向的是环保的力量。梅会林的 《洺河，从我
家乡流过》（《大江文艺》 2022 年第 7 期）
虽回溯历史，但意在通过新旧对比展现生态
环境治理的成效。王继颖的 《滇池候鸟》
（《散文百家》 2022 年第 11 期） 由滇池候
鸟写到为了国家建设而南北迁徙的亲友，语
句间流淌着暖意与敬意。心盈的 《家门》
（《青少年文学》 2022 年第 5 期） 以“门”
的升级换代为线索，将个人的回忆放在雄安
新区建设的大背景下，个人生活变迁中感受
时代进步的主旋律。刘世芬的 《车辚辚》
（《都市》 2022 年第 10 期） 从学车写到与
之相关的路、导航和桥，以此展示中国改革
开放的辉煌成就。这些作品虽凭借个体真切
而细微的观感发现主题，但采取的是将生活
事件和情境纳入观念序列中，对主流价值和
集体情感进行审美表达的方法。其过程与将
历史现实化的方向相反，所做的是将现实历
史化的努力。

如果将历史和现实看作结构化的社会构
成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方法，在另一类作品
中，身在生活现场的切肤之感，以及命运与
现实的博弈则是着重表达的主题。四四的两
篇作品用绵密的叙事挤压郁积的情感，增强
了现实的不可把握性，《你的馈赠》（《湖南
文学》 2022 年第 12 期） 写自己在失败了的
感情和婚姻中的感触与“收获”；《此心不

安》（《鹿鸣》 2022 年第 9 期） 则由故乡房
屋和农民生活的变化映射出乡村的变迁。齐
未儿的 《渔村纪事》（《四川文学》 2022 年
第 8 期） 从娓娓道来的“我家”到清伯一家
的生活，渔事编织起的“网”让人心安，却
也成为难以挣脱的命运之网。陆旭辉的 《跨
过万水千山》（《散文百家》 2022 年第 11
期） 以旁观者的视角写一位身有残疾但心怀
大志的青年，“命运的不确定性”成为唯一
确 定 的 事 。 宁 雨 的 《从 一 颗 蘑 菇 出 发》
（《西部》 2022 年第 4 期） 由与蘑菇相伴的
人生记忆，深入到对女性的命运探究中。刘
亚荣的 《小婶与仙人球》（《牡丹》 2022 年
第 7 期） 以仙人球喻写小婶的生活，在乡村
伦理中扼叹人性之变。心盈的 《火苗花》
（《散文百家》 2022 年第 10 期） 以真挚饱
满的情感回忆成长中的苦难经历，在至亲亡
故的哀恸中流露出的倔强与乐观令人泪目。
刘云芳的 《肇事者》（《满族文学》 2022 年
第 4 期） 在情、理、法三者的纠缠中写叔叔
遭遇车祸后的无助与无奈，显示了人生中的
荒诞一面；而 《风中的修辞》（《散文》
2022 年第 3 期） 写亲情，通过对现实中身在
何处的追问，让对故乡和亲人的回忆变得更
加温暖。

被拆解的日常与“史传”传统

散文要在日常中发现生活的意义，但
日常往往又表现为难以把控的碎片化。对
脱离生活逻辑和世界秩序的表达，在散文
叙事中体现为对线性结构的拆解。刘萌萌
的 《母亲的丝绸之路》（《当代人》 2022 年
第 10 期） 将女性对命运的挑战与接纳收拢
在母亲的一次新疆之行中，对一条裙子的
向往，以及“用来过日子”的我家与“用
来做梦”的姨妈家的生活对比中，掩映着
女性确认自我的内心悸动，情节不断在停
顿与回环中被重新接起；《时间里的钟表》
（《百花洲》 2022 年第 5 期） 则从流逝的时
间中，寻找日常生活留在全家人生命中的
隐秘印记。齐未儿的 《声息相闻》（《胶东
文学》 2022 年第 11 期） 对准市井，在左邻
右舍鸡零狗碎的生活片段中，揭开的却是
人间烟火的奥秘。“无结构”感更表现在以
下几篇中：庞永力的 《辛丑随笔》（《散
文》 2022 年第 5 期） 真正是“随记”，既有
日常所见所得，也有阅读所思所悟，其中
有 几 则 是 寓 言 式 的 写 法 ； 王 海 津 的 《早
晨》（《散文百家》 2022 年第 9 期） 记录某
个 早 晨 的 行 动 与 感 悟 ， 似 乎 要 将 散 文 的

“散”发挥到极致。
从对传统的信仰，到对生活点滴和情

感流泻的记录，再到叙述中灵活的结构选
择，我们能够在现实缝隙中看到一抹暖融
融的浪漫主义微光，这或许是散文最大的
价值。其实，河北散文对历史的重视本身
就是一种文化：作者们念念不忘中国古典
的“史传”传统，自认散文在生活化、世
俗化的属性之上还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
齐未儿在 《声息相闻》 开头的话颇有典型
性：“我觉得我有义务记录下那些普通人朴
素的日常，记录下我眼里看到的每个人的
喜乐悲欢，记录下平凡如蝼蚁的人们的苦
难幸福与爝火微光。我相信无数微末的个
人史，就像是最小的样本，放到一起，会
折射一个时代的家国记忆。”

放宽视野看，散文的确践行着这样的抱
负，也作出了这样的贡献。当然，尽管风格
不同，但只要能够表达作者可辨识的独特审
美、情感和思想，就是值得鼓励的写作。但
是，上述某些作品也提示写作者，需要力避
散文的“报告文学化”，尤其是试图用“宏大
叙事”来处理社会重大题材的写作，这与散
文的文体追求是相悖的。报告文学本来是散
文的一种，但假如把散文写成了报告文学的
一种，必将是文体的退化。

重新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精神意义
□桫 椤

把一层层日子剥成诗行 ——读周永君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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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勇

大河南北，是中国最古老的商
业发祥地。河北的商业、商帮、商
人、商事，在中国商业史上书写过
独具风采的篇章。最近，看到河北
经贸大学曹琳博士的《传统冀商商
业经营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22 年 8 月出版），感觉耳
目一新，对研究和传播冀商历史颇
有一些启发借鉴意义。

这部专著对古代河北的商事和
商帮做了简述，对清代以来河北商
帮做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和论述，
尤其是对冀商为近代工商业发展作
出的贡献浓墨重彩地给予了阐述。
对开发东北的“老呔帮”，沟通蒙
俄的“张库帮”，亦商亦文的“冀
州帮”，惠济京畿的“冀中帮”，以
及“天津帮”“武安帮”，安国药
商、辛集皮毛商、高阳布商，还有
其中涌现出的代表性人物给予精准
展示。如刘新亭、武百祥、孙秀三
等闻名东北的实业家，建立了黑龙
江 规 模 最 大 的 民 族 工 商 业 “ 同
记”、东北地区颇具规模的民族企
业“益发合”；孙殿起、陈杭等古
旧书业巨贾，发祥了文墨飘香的北
京琉璃厂。还有很多百年不衰的老
字号，如“全聚德”“东来顺”“内
联升”“金鸡鞋油”“马应龙眼药”
等，都是由冀商所开创。辛集皮
毛、安国药材、保定酱菜、高阳棉
布、清河羊绒、安平丝网、顺平肠
衣等，莫不是名满天下。

这 部 书 作 为 研 究 冀 商 的 专
著，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精神
和深厚的学术功力，在篇章结构
谋划、史料权威性和独特性以及
对冀商经营智慧与精神的归纳提
炼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取
得了可喜的成果。

首先，本书对冀商整体面貌
做了鸟瞰式概述，从河北的历史
沿革到冀商成长与发展的自然和
人文社会背景，简洁勾勒了古代
冀商的历史概貌，重点展现清代
以来冀商商帮的人文风貌，并对
冀商的经营管理、商业形象、社
会关怀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结 构 严 谨 ， 逻 辑 清 晰 ， 文 笔 流
畅，便于人们阅读。

其次，本书非常重视第一手史
料的掌握与运用，这得益于毕志夫
先生与河北经贸大学合作创办的

“中国发票博物馆”，馆内藏有中国目前最丰富的冀商
发票实物。曹琳博士是这所博物馆筹建的亲历者，所
以，这部书收录了文献史志与现存冀商经济往来的老
发票等第一手文物资料，对研究冀商历史具有权威
性、独特性价值，对中国发票博物馆藏品的弘扬、利
用也是一次有益探索。

再次，本书理性运用比较学思维，对冀商商帮
群体的经营智慧与商业风格做了归纳，展示了他们
先进的经营理念。譬如在市场开拓领域，论述了冀
商敢闯敢拼，奠定开发东北、沟通蒙俄、惠济京
津、物流天下之开阔格局；在经营策略上，善于观
察供求形势，抓住时机，主动寻求技术进步，精益
求精；在商品购销上，利用先进技术和渠道及时获
取市场信息，又率先利用印刷品、广告牌等视听手
段进行商品宣传；在组织管理上，资本组织形式由
独资、合伙制向股份制改进，推动了旧式商号向近
代企业的转型。他们还实行“薪金分工”“入股分
红”等制度，增加劳动者收入，注重福利待遇的完
善，并通过职业技能训练和建立专门学校，培养后
备人才，有效促进了事业的长久发展。在经营中，
他们将商业信誉和商业道德奉为圭臬，注重顾客权
益，不仅坚持物美质优、工精料细，还首创“言无
二价”“明码标价”，以诚实、信用做利器，童叟
无欺。

最后，本书还通过冀商主要商帮代表性人物的
生平经历，归纳提炼了冀商群体人文品质的精神特
质，尤为可贵。燕赵自古多豪侠仁义之士，在冀商
身上，也拥有鲜明的人文情怀。他们始终怀有不能

“任中国商业落后于洋商”的自强精神，大多数具有
坚定民族自尊和爱国之心，理性把握中华民族人性
光辉的义利观，艰苦创业、克勤克俭是他们的底
色，讲求信誉、以义取利是他们成功的根基。此
外，他们投资办学助教的文化自觉，也在这部书中
得到精彩的展现。

作者满怀学者的历史责任感，以一定篇幅阐释
冀商智慧与精神的当代意义，这也是本书的一个
亮点。历史在不断发展，但冀商群体的经营智慧
和 精 神 ， 依 然 是 丰 富 的 宝 藏 。 他 们 具 有 勤 俭 坚
忍 、 诚 信 尚 义 、 勇 于 创 新 、 锐 意 进 取 、 唯 才 是
举、好学重教、扶危济困等优秀的人文品质，为
推动民族经济发展而奋发图强、振兴家邦的信念
与热情，是燕赵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入挖掘、
整理并努力弘扬冀商精神，对于营造创新、进取
的社会氛围，增强诚信重义的社会意识，助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

□刘万庆

周永君笔名柳如烟，是“石痴”也是“诗
痴”。2008 年 ，我 便 读 到 了 他 数 十 首 石 头
诗作：“用时间雕刀塑像，塑成后复献于时
间……永恒的夜亦永恒的昼，塑一身洁白，
那盲夜便不再是盲夜。”（《钟乳石》）“又一
个 宇 宙 叛 逆 者/投 奔 大 地 ，而 满 天 的 星 子
们/瞪圆了眼睛，在寻找谁呢？”（《陨石》）

“以树的形象，兀立/以石的形象，沉思……
荣与枯，生与死/都会陨成一种缘份。”（《硅
化木》）如此林林总总且形形色色的石头
们，在他的笔下，不仅具有石性，而且赋予
了人性；不仅对标在自然空间的位置，而且
展现了在时间长河中的灵动；不仅有了温

度和情感，而且有了使命与担当。就这样，
周永君因了诗歌主题的构思与锤炼，使冷
冰冰的石头获得了人文意义上的新生，又
因对石头前世今生的思考，使诗情诗意醇
厚而深邃。

虽不能确定石与诗在他心目中孰先孰后
孰轻孰重，但几乎能确认的，是他痴心不改的

“抚摸”，遂使石头有了文化的包浆。其力作
《抚摸汉字》，在他为诗为文的追求中都具有
新的里程碑意义。“在殷墟，我曾诅咒过黄
土，埋掉了一个朝代的基业、城池、欢乐与悲
伤。月圆月亏，只有或疾或缓的风，低吟谁
也听不懂的历史。”他继而联想，是盘庚的

“宏图大业在这里施展，也把他的理想贻赠
给子孙”，是周天子的“一把炬火，使它成了

商之废都。但‘商’之玄鸟，化作浴火的凤
凰，待到涅槃时，已然过了千年”。因之，他
又“寄情黄土，是它将远古的文明，妥妥掩藏
起来，在彻底体验夜的况味之后，等待后人，
投一缕阳光”，照见“带着祖先手温的甲骨
文”，也让我们“寻到了中华文字的根”。作
别殷墟，他依然“走不出殷墟的遐想”，因为

“汉字，有如太阳升起的那一抹红，已然流入
中华民族的动脉、静脉，灌溉着全人类的瞳
孔”。这是怎样一种至诚至爱的体验与情怀，
让我们对方方正正的汉字肃然起敬，让敬爱
之情油然而生。

诗意的高度委实是诗人视野与思想的
高度。走进新时代，诗人周永君的目光和
灵感投向了《贾湖骨笛》，“给世界一个音

符，世界还你一首天籁”；投向《悬棺》，“生
前活在低处，死后把魂魄高高举过头顶”；投
向《河姆渡》，“船行走，不能同时靠向两个
渡口。风吹我，如同先人轻拍我的肩头”；
投向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借助梦的枝
桠，灵魂能摸到雨后的彩虹”；投向移山的

《愚公》，“眼前有山，心中无山……身的磨
盘转动，榨出汗水里的盐……没有一座山是
双脚的禁地，心，扶着肉身走过一生、走过子
子孙孙”。

近年他写诗少了，宁缺毋滥，在质量上力
求自我能及的极致。遂问他：“既然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你眼下正构思或正‘抚摸’的诗作是
什么？”他答：“三星堆。我的诗章，就是要把一
层层的日子剥成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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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2022年度内的河北
散文创作，携带着丰沛情感和
炽热温度的书写遍布文学期
刊、报纸副刊以及网络媒体，
它们绚丽多姿、数量众多，多
路径抵达生活和人性的深处，
呈现着写作者自由奔放的主
体意志。

从文体范式上论，当下的
散文是文类细分的结果。尤其
是经历现代化转型以后，它在
与“韵文”相对的位置上不仅剔
除了小说，也剔除了论说文、说
明文等实用性文体，甚至也有
将随笔排斥在外的趋势。从
“文化大散文”开始，在文学意
义上将自己变得更加纯粹而深
刻似乎是散文潜藏的野心——
吊诡的是，在它自身“内卷”的
同时，伴随新诗不再讲究押
韵，作为“对立面”的“韵文”在
现代文体序列中已不见踪
影。因为缺失了“对手”，遽然
觉得散文的“文体自觉”仿佛
陷入迷茫——它反倒因此获得
了拯救：在扁平化而又蕴含创
造性的日常生活中，任何规范
和标准都成为桎梏，“打破它”
是大众写作的必然选择——这
让本已浩瀚的散文创作场域愈
加宽阔。

在被新媒介重塑的河北文
学现场中，散文值得重视。一
方面，设若没有这些散文，何以
在审美意义上以最直接的方式
确认自身的主体性及与时代的
关系？另一方面，当以地域视
角来观察这些作品时，会发现
他们普遍暗含着对“燕赵性”的
张扬，这也让这种观察更具合
理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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