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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念涛

10 多年前，或者更早，我就知道刘晓平的
盛名。缘于他的散文 《奇山异水张家界》 收入
中学语文课本。这当然是一个作家成功的标志
之一。

我清晰地记得，当年的 《湖南日报》 湘江
文 学 副 刊 毫 不 吝 啬 版 面 ， 大 幅 推 出 晓 平 的 诗
歌 、 散 文 作 品 ， 以 及 相 关 评 论 他 的 文 章 。 当
时，他供职于 《张家界日报》。在我看来，那时
晓平应该是风华正茂的文艺青年。

2015 年，正值湖南省散文学会筹备之际。
我受筹委会的委托，给晓平打电话，告诉他，
筹委会准备提名他为学会副会长候选人，问他
意下如何。他爽快地答应了。此时的他，已担
任张家界市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我从未与他
谋 过 面 ， 只 是 从 他 的 声 音 来 看 ， 透 出 一 种 质
朴，以及缓慢的从容。

学会筹委会的几次会议，晓平不辞辛苦，从
张家界赶到长沙来参加。我这才发现，晓平憨厚
淳朴，像是一个庄稼汉，与所谓的文联主席搭不
上一点边。但他的目光透着一种睿智深邃。

2016 年，中南大学文学院在长沙举办湖南
小说创作论坛，我和晓平同为作家代表与会，
正好比邻而坐。我俩是为数不多的准备了发言
稿的代表。他的材料标题叫 《小说题材浅议》，
我的则是 《回归小说的母题》。我俩相视会心地
一笑，为彼此的敬业精神。晓平对我说，我俩
的 诗 歌 同 时 在 《湖 南 日 报》 刊 出 ， 真 是 缘 分
啊！我颔首说，是的是的！但其实我已记不起
来了。我分明感觉到了晓平的心细如针。

当年冬天，受晓平之邀，我赴张家界参加
全国文艺名家笔会。晓平亲力亲为，到机场接
客送客，不亦乐乎。贵为文联主席的晓平，怎
么看，都像是一个庄稼汉，而且是个神情有点
木讷的庄稼汉。只有关注他的眼睛，才会感到

他闪耀的诗人的睿智的光芒。当然，百密难免
一疏。我和邦哥一行乘的是晚上从长沙到张家
界的航班，晓平亲自接了我们，送到张家界国
际大酒店，就又乘着面包车去飞机场接下一拨
客人了。我和邦哥一行在酒店里，觉得肚子有
点饿了。正好文友打电话来，一见面，一聊，
就打的去吃张家界土菜。吃了几坨腊猪脚，觉
得大快朵颐，晓平打电话来了，说最后一批客
人接到了，到酒店一起吃晚晚餐。我们在电话
里告诉他，已经在外面吃土菜喝酒了。晓平连
连说抱歉抱歉，没有提前打招呼安排好。我们
反倒安慰他，不碍事的，先把外省的客人招呼
好，我们也是主人嘛。听得出，晓平道歉的声
音 很 真 诚 ， 也 有 点 拙 讷 ， 就 像 一 个 犯 错 的 农
民，没有狡辩，只有赤裸裸的自责。由此，我
倒是觉得晓平有几分可爱。憨厚式的可爱。

2017 年，国际旅游诗歌节在张家界隆重举
办。国际国内诗坛名流大腕翘楚、诗歌爱好者云
集。本来，晓平很早就特邀我参加诗歌盛会。无
奈快开幕时，我被公务缠身，未能成行。但在微
信朋友圈，国际旅游诗歌节的盛况得到如火如荼
的直播。我的情绪也受到强烈感染。

晓平首先是一个诗人。
尽管说他是一个多面手。
我读小学时，学习老舍的文章，里面有一

句，大意是，如果能加强诗歌修养，就能把语
言写得精炼。我理解是，富于张力，言有尽而
意无穷。一直以来，我始终认为，诗歌是文学
艺术皇冠上的明珠。诗歌代表了文学性。迟子
建说过，再好的故事，如果没有诗意的语言表
达，故事也会没有味道。在我的印象里，中国
的当代小说家，能用诗的语言写小说的，有迟
子建、阿来、苏童等。用诗的语言写小说，不
仅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使整个小说的意
蕴丰富。

我 曾 经 参 加 一 个 文 学 沙 龙 ， 作 了 一 个 以

《文学的想象力与诗意温暖》 为题的即兴演讲，
为时四十分钟。后来整理成文，发表在 《创作
与评论》 杂志上，很多网站疯狂转载。尤其是
影响巨大的红网重点推介。而与晓平同时参加
中南大学文学院举办的湖南小说创作论坛，我
的发言稿 《回归小说的母题》，着重讲了语言和
故事两个方面，强调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意
的语言是作家努力的方向，不仅需要天赋，更
需 要 长 期 的 阅 读 、 生 活 体 验 等 积 淀 。 此 文 在

《创作与评论》 发表后，马上被中国作家网转
载。

所以说，晓平首先是一个诗人。他曾经出
版过四本诗集。让我有理由相信他的语言是有
鲜活的创造力的，是给人无限想象空间的，是
言已尽而意无穷韵味十足的。

每天刷微信朋友圈，我经常看到晓平又发
表了诗歌新作，或者晓平转引了最新的诗坛佳
作，或者让朋友们分享最新的诗歌评论。每每
此时，我总是认为晓平是充满年轻活力的歌者。

诗人写散文，就更值得期待。
晓平用诗人的眼光打量周遭的这个世界。
一切景语皆情语。还不止于此，一切景语

皆诗语。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树，每一株草，
每一缕风，都被赋予诗性。一旦被赋予诗性，
便显得天真烂漫。

晓平本身生于雪峰山麓、资水河畔的隆回
县，长期生活、工作在张家界这座世界级生态
公园。自然界的鬼斧神工、天生丽质，滋养了
他这位诗人，这位散文家。自然界的风景又赋
予他天然的颖悟能力。说他是一位天生的行吟
歌者，再恰当不过。

心安处即家。读晓平的文章可以真切地感
到，他热烈地歌唱足下的土地，身边的风物。
他的心灵是热情沸腾的，也是安宁的。因为生
他 养 他 的 这 片 神 奇 的 土 地 ， 无 论 是 隆 回 县 也
好 ， 张 家 界 也 好 ， 都 足 以 安 妥 他 的 诗 性 的 灵

魂 。 他 的 心 安 憩 在 山 山 水 水 的 风 景 之 中 。 因
此，每一片风景都是他的家。

《一路风景》 是湖南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
晓平的散文作品精粹。收纳了他多年来的散文
精品。

读 《一路风景》，可以感受到质朴的晓平对
人生风景的频频回眸。这回眸，是深情的，是
赤 子 情 怀 ， 是 民 间 立 场 ， 也 是 行 吟 诗 人 的 足
迹。我个人理解，一旦民间立场与诗性交融，
散文书写就会获得接地气的文学张力。

晓 平 笔 下 的 风 景 兼 具 实 在 与 空 灵 。 说 实
在，是因为每片风景都有实实在在的故事。在
叙事散文大行其道的今天，晓平显然没有置身
其外。说空灵，是因为在他的散文中经常可以
看到奇思妙想，以及画龙点睛般的充满想象力
的 诗 语 。 但 他 的 诗 语 ， 并 不 晦 涩 ， 在 想 象 之
上，又在情理之中。

艾青诗云：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热泪，因
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想，晓平的散文
是充满正能量的。为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旅游
散文，我宁愿称呼晓平为灵魂的歌者。

《一路风景》，既是对风景的雕刻，也是对
时光的雕刻，更是对灵魂的雕刻。

“我是旷野的一只鸟，在你的眼中找到了天
空！”读晓平的 《一路风景》，使我想起了微信
朋友圈热传的一句诗。

从 《一路风景》 中，我分明瞥见了晓平质
朴得有点木讷的眼神，却是充溢空灵诗性的眼
神！他的 《一路风景》，确实让我找到了人生不
一样的天空！

（作者系湖南省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湖
南散文》 执行主编）

民间立场的诗性行吟
——读刘晓平散文集 《一路风景》（代序）

□ 刘晓平

在我的眼里和心中，启琼是一个奇人，奇
在他不按常人的生活轨迹“出牌”。他原本是一
个医生，有一份可保自己一生温饱的事业，在
他为乡邻百姓探询问诊的事业中，早已小有名
气。但他却突然弃医从文，他花掉自己的所有
积蓄，甚至于举债半路出家，到北京中央美院
等专业机构学习国画，拜刘进安、曹宝麟等大
师 学 书 法 、 学 中 国 画 ， 并 深 得 大 师 爱 护 和 真
传，先后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
协会，成为我市唯一具有双重身份的国家级艺
术家。在他的心中，家乡的山水是世上最美的
水墨意境，他除了用自己的画笔为之讴歌，还
组织自己的老师、同学及全国山水画家，不断
来 张 家 界 写 生 创 作 ， 然 后 在 全 国 各 地 去 搞 展
览，宣传自己家乡的水墨山水，在全省甚至全
国，他都享有一定名气。同时，他还善于组织
筹措，在没有政府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先后出
版了各种创作画册六卷本，《水墨张家界》 写生
画册就已出版了三大册。在他心中，家乡的山
水就是水墨的山水，他要爱护好宣传好她，更
要用自己的画笔画好她。

2018 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岁月，中国改革开
放 40 年，张家界建市也整整 30 个年头。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啊！作为一名艺术家，拿什么
来为自己的家乡争光添彩呢？他先后组织了三
次山水画名家写生创作，还在有艺术情怀的企
业家陈克伟的支持下，组织创作了五十米的山
水长卷 《锦绣张家界》。五十米的山水画长卷不
是 一 个 小 工 程 ， 参 与 创 作 的 人 员 就 达 二 十 多
人 ， 其 主 创 人 员 孙 良 利 、 马 顺 廷 、 吕 启 琼 三
人，整整花了三个月时间，数易其稿，含辛茹
苦，方成画卷。省内中国画名家旷小津、李亚
辉、晏铭、周华平等，也参与了其中。正如我
市著名文艺评论家简德彬所说：“启琼在种种预
想得到和预想不到的困难中领头策划创作这五
十米山水长卷，究竟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他
这样想，我这样想，大家又何常不这样想？然
而，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情怀，艾青的那句名诗
做了回答：“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我爱这片
土地爱得深沉！”有了这理由还需要什么理由
呢？当然，评论家的眼里，任何事物都应该有
个准确的答案。简德彬先生给长卷定了两个意
义：一是一份厚礼；二是一幅杰作。而启琼作
为策划者，他立足点并不只在于此！他想把长
卷捐给市博物馆，让千千万万来客能观赏到，
张家界是一幅怎样壮美的画卷；也可以拿去全
国各地展出，让许多还没有来张家界的人们都
知晓天下有个美不胜收的张家界。他还想把几
次名家写生创作的山水画收在一起，集中出一
本厚重的山水画册 《锦绣张家界》。

当启琼向我陈述出他的系列想法时，我是
由衷赞赏的：这就是艺术家的家国情怀！他筹
措此事并在运作过程中究竟经历些什么艰辛，
我就不细说了，简德彬先生在长卷的序言中已
有所表达。在画册即将出版时，他多次嘱我写
前言，我便留下这些话语，也算是一种交代吧！

（作者系张家界市文联主席）

水墨的山水
——《锦绣张家界》画

册前言

□宋梅花

庸城，多么熟悉却又远去的名字。张家界
的前身，叫大庸。说起大庸县，不能不说到南
门口和十字街。这是小城内最繁华最热闹的地
儿。数年如此，百年如此，直到，2016 年，仅
剩的南门口和河街几百来米长的老街全部拆
迁。所有曾发生在这条老街的故事，都成为定
格，成为人们永久的回忆。

作为从小在南门口长大的我，对南门口是
何等的熟悉！于是，在我从 2016 年春天开始
涉足学习写作小小说这种文体后，就在心里早
早蕴酿着，要写出我的故事，写出我的周围父
老乡亲们的故事，写出南门口、河街的故事。
我自认为，我的人生，就非常具有故事。我那
时想，我一定要写出我经历的人生，写出我的
故事，这是我学写小小说时的初衷，加之从小
爱好文学，在经历了生活的种种磨难以后，我
觉得，该是我排除一切困难，重新提起我心爱
的那支笔。没有什么，再能挡住我那颗从小树
立的文学之梦了。于是，2017 年冬天，我的

《庸城故事》 100 篇全部完稿，就像一位刚学会
走路的孩子，摇摇晃晃却充满了顽强和执着，
在我的小小说路上走来了！

顽强和执着，我想，这是庸城人特有的精
神，我就是庸城人。《庸城故事》，以小小说文
体为主，以讲述寻常老百姓的故事为主，文字
朴素，内容朴素，然而却是洗尽铅华、接满地
气。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在每一条青石板街，
都能感觉有一股强烈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人
物的嘻笑怒骂，个性场景的自然配衬，对南门
口的回忆和对河街的留恋，都在这本书里能找
寻到昔日庸城的影子。有读者说，我的庸城故
事，充满了一种说不清的乡愁。还有读者说，
我的庸城故事，充满了浓浓的怀旧。更有读者
说，我的庸城故事，充满了款款深情。是的，

都对。庸城的模样，我喜欢。说到十字街，就
会想到原来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树，长得好高
好粗。说到十字街，就会想到那座小石桥——
东门桥。夏天，有在桥边卖西瓜卖桃子的，冬
天，可以站在石头桥墩条边望着小桥下边很少
很少的水。还有来来往往的背背篓的人，挑担
子的人，空着手走路的人，老的，少的，他们
从我面前走过，说话声音都很大。说到十字
街，就会想到夏天的晚上那么一大群人围在街
头，看着一个又瘦又矮眯缝着眼儿边敲打着腰
上的鱼鼓筒边摇头晃脑的老人自我陶醉的模
样，听着他那地道的庸城乡语的说唱声。说到
南门口，便会想起航空技术学院那铁门里面平
塔里开着的那丛星星点点的红色五星花，点缀
在一大丛绿叶中，真是好看。所以，常常在傍
晚，吃完晚饭便走出巷口，转悠到那座铁栏大
门边，趁着守大门的老人不注意，侧身溜进
去，等到他发现我进去时，我已满心欢喜地在
五星花前看了个够。因为，那么大一丛红色的
五星花，是那么充满了诱惑力地开在塔院里唯
一的一小块儿竹篱笆小菜地边啊。说到南门
口，便会想起南门大码头，在码头边滑着青石
板下去，很好玩儿，但生怕滑进河里，待滑下
去，却发现根本不会，因为那么多层的青石台
阶下边，还有好宽的河塔，河塔边有成排的洗
衣妇，河边停泊着成排的船。码头最上面那只
断了耳朵和鼻子的小石狮子头上，早已被孩子
们用手摸得滑亮滑亮了，每滑一次下去，都要
以石狮子坐的那里为起点开始往下滑。说起南
门口，还会想起几岁时婆婆牵着我的小手从北
街上走到那个南门口最大的裁缝铺去铰扣子眼
儿⋯⋯总之，说到南门口，就有说不完的话，
道不完的事儿，那时的南门口，热闹啊，是真
的很热闹。在那时的很多人眼里，如从乡下上
得街来，不从南门口走一趟，那不叫上街，因
为那时，没有车，很多乡下人要上街，都得走

路，近的，要走大半天才到街上，远的呢？有
时一天都进不了城，待进得城来，那是理所当
然地要去南门口的，怎么着也得买个什么，哪
怕，买上几分钱的衣服扣子，买上几束棉线
⋯⋯

南门街的故事太多了，我的小小说就这样
写下去了。我的庸城故事也就这样一直写下去
了。

这次出版的小小说集 《庸城故事》，是在
我的小小说老师——著名文学评论家顾建新教
授亲自指导下写成的，并作序且逐篇点评。部
分篇目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具有地域特
色，情节曲折，人物形象奇特。雅俗共赏，让
读者读后定有收获。100 篇小小说里，我挑选
了 96 篇，小心翼翼地放进这本集子。集子共
分为“人物篇”和“风情篇”，每一篇，会让
读者在品读文中人物的嘻笑怒骂时，去领略庸
城的风土人情，让读者在庸城的风土人情里，
去欣赏各色人物描写。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
里 说 的 ：“ 一 草 一 木 皆 是 缘 ， 一 字 一 句 皆 是
情！我希望我们的庸城，更为美好！希望我们
的张家界，以美好的姿态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
客人。更希望，我的这本小小说集，能像那在
山野间自然开放的野蔷薇花儿，遇到风，就会
香气扑鼻，读者，就是它的风，有了读者的喜
爱，它便会清香四溢。小小说，就是我心中的
野蔷薇花梦。我想，我会继续在小小说的路上
努力的。我不敢苛求太多，只希望有一天，让
人读到我的作品时，能感觉到有一股山野间野
蔷薇花般的清香扑面而来，让人想到那山野间
的一抹粉红，对于我，也就知足了。”

《庸城故事》出版小记

守口业
——佛语云：人有身、口、意三业。守住口业，当为佛门中人的重要修行。俗语云：祸从口出。人世

间的诸多怨恨、诸多冲突、诸多烦恼多因言语不当引起的。因而多积口德，管住嘴巴，勿论人短，勿言己
长，人世间便多出几份和谐，少出几份怨孽。九华山 136 岁老尼师高众尼云：女众无论在家还是出家，若
能守住口业，则成佛一半也！ 文/图 覃儿健

临沂： 红红火火中国年
1 月 20 日，商户在山东省临沂市春节年

集上售卖春联。 新华社发 （武纪全 摄）

宿迁：多彩表演迎新春
1 月 20 日 ， 在 江 苏 宿 迁 市 “ 项 王 故 里 ”

景区，民间艺人在民俗展演迎新春活动上表
演闹花船。

新华社发 （戚善成 摄）

香港：戏曲中心正式开幕
1 月 20 日拍摄的戏曲中心。
当 日 ， 香 港 首 个 戏 曲 文 化 表 演 艺 术 场 地

——戏曲中心正式开幕，已故国学大师饶宗
颐 生 前 亲 笔 题 字 “ 戏 曲 中 心 ” 亮 相 开 幕 仪
式。戏曲中心是香港西九文化区第一座落成
的表演艺术场地，作为区内主要艺术设施，
中心致力于保育、推广和发展戏曲文化。

新华社发 （王申 摄）

台北：年货大街年味浓
1 月 20 日 ， 在 台 北 市 迪 化 街 年 货 大 街 ，

商户在售卖春节饰品。
春节临近，位于台北市迪化街的年货大

街年味十足，各式年货琳琅满目，吸引众多
市民前来采购。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武汉：孩子们的手工书展
1 月 20 日，孩子们在翻看手工书。
当日，700 多本由武汉格鲁伯实验学校小

学一到五年级学生制作的手工书在武汉文华
书城展出。展出的手工书记录了小学生对自
然和社会的细致观察及奇思妙想，吸引不少
市民前来观展。

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襄阳：流光溢彩迎新春
这是 1 月 20 日在湖北省襄阳市唐城新春庙

会上拍摄的花灯。
1 月 20 日，湖北省襄阳市唐城新春庙会正

式亮灯迎客，此次庙会将持续至 2 月 19 日。
新华社发 （杨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