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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感受

■新作聚焦

让人心服口服的叙述
□贺绍俊

李春雷长篇报告文学《幸福是什么》

今天我们不得不忍受无序市场化带来
的恶果：人们为了获得利益，一切都可以
造假，不仅市场上充斥着假货，而且人际
交往中也难见真情和真相。假作真时真亦
假，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世界上还存在着
美好和善良的品质，也不再相信那些好人
好事；人们把大公无私视为天方夜谭，把
乐善好施看成是别有用心。比如，郭明义
分明是新时代的雷锋，郭明义的事迹也宣
传了好多年，但很多人总是带着半信半疑
的神情来接受这些宣传，甚至恶意地猜测
郭明义做好事的动机。要扭转这种社会风
气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越是这
样，越是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郭明义的事
迹，而且要用一种让人心服口服的方式来
宣传。尽管现在出了不少以郭明义为题材
的文艺作品，包括电影和话剧，但当我读
到最近刚刚出版的一本关于郭明义的报告
文学《幸福是什么》（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
年12月出版），仍然感到非常欣喜。这本书
的作者李春雷是一位年轻的报告文学作
家。我以为，那些对郭明义事迹抱有半信
半疑态度的人，在读了李春雷的这部报告
文学作品之后，他们心中的疑惑也许就会
冰释，因为李春雷是以一种让人心服口服
的方式来写这部作品的。

让人心服口服的方式首先就体现在作

家的写作姿态上。李春雷接受了这一次的
写作任务后，尽管他读了很多关于郭明义
的材料，但他并没有因此就为自己的写作
设定一个先入为主的思想主题。他是在采
访过程中逐渐认识和理解郭明义的，也许
他知道社会上的疑惑情绪，他也带着这种
疑惑情绪，就是要通过采访去解惑释疑
的。所以他在这本书的一开头就坦率地
说，他第一次采访时对郭明义的印象“十
分糟糕”。但是，随着采访的一步步深入，
李春雷也一步步走进了郭明义的内心世
界，最终他心悦诚服地说，郭明义精神就
是时代精神。他也明白了为什么社会上会
有那些疑惑情绪，因为“主流价值的表达
容易被多元化的舆论消解，正面的声音经
常被众多杂音、噪音淹没”。但是，李春雷
还要告诉大家，凡是接近郭明义的人，没
有一个不被郭明义的精神所感动的，郭明
义影响了一大批人，郭明义精神不是指一
个人做好事，而是代表了我们时代对崇高
和善良的呼唤。这本书用了很多笔墨写到
了郭明义爱心团队，有那么多的人被郭明
义所感动，自愿加入到郭明义的爱心团队
中，愿意像郭明义那样奉献爱心。这些人
又为李春雷提供了一面镜子，照出了郭明
义最真实的精神世界，让你不得不信服。
李春雷也由此而感慨道：“只要是过得硬的

人物和事迹，只要是符合人民群众心愿的
精神，无论在哪里，都会成为热点和时
尚。”让人心服口服的方式还体现在作家的
叙述方式中。李春雷在这本书中所采用的
叙述完全是一种忠实于“报告”的叙述，
这种叙述是一种严守采访者身份和视角的
叙述。有的报告文学作家通过采访获得一
手材料后，采用一种小说叙述的方式，甚
至通过小说叙述的便利去弥补材料的不
足，这种叙述方式更像讲故事，也许会增
加可读性，但它无疑伤害了报告文学的现
场感与亲历性。李春雷的叙述则是完全忠
实于采访的过程，非常客观地讲述他在采
访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他的所思。我们不
仅通过李春雷的叙述见到了郭明义真实的
一面，而且也通过作者的叙述了解到作者
自己在采访中是怎样进行判断和思考的，
是怎样被采访对象所感动的。因此，我们
就会觉得，李春雷所叙述的郭明义完全是
生活中最真实的郭明义，而不是作者想象
或拔高的郭明义。读到这样的叙述文字，
我们自然会心服口服。

可贵的是，李春雷把这次写作当成了
一次学习和理解郭明义的过程。在每一个
章节后面，他几乎都要留下一段“笔者感
言”，直抒他在采访和写作中的体会和思
考。李春雷在采访中深刻认识到了郭明义

精神的实质。他把这种实质诠释为“爱”。
我十分认同他的诠释。我们说郭明义是新
时代的雷锋，是雷锋的传人。郭明义和雷
锋的共同之处不就是一个“爱”字吗？我
在一篇谈雷锋的文章中是这么评价雷锋
的：“雷锋短暂的一生是那么的充沛和丰
富，他用他的青春和满腔的热血书写了一
个最伟大的字：‘爱’。他爱党和国家，他
爱人民，他爱集体，他爱事业，他爱生
活。这是一种无私的爱，一种超越时代的
爱，一种永恒的爱。爱，可以说就是雷锋
精神的核心。”我把雷锋精神的核心称为

“大爱”。我以为郭明义精神的核心也是
“大爱”。这正像郭明义在自己的一首诗中
所说的：“人类的爱有多宽广多博大∕人类
的幸福和温暖∕就有多大”。李春雷从郭明
义的“大爱”进而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
幸福。如果一个人能够让世界分享他的

“大爱”，他无疑就是最幸福的人。因此，
李春雷要把这本写郭明义的书命名为“幸
福是什么”。今天的社会，物质变得越来越
丰富，物质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也变得越
来越重要，可是令很多人苦恼的是，他们
并没有因为物质丰富而觉得更幸福。苦恼
的人们应该读一读李春雷写的这本书，他
们就会明白，光有物质而没有爱，是不会
真正拥有幸福的。

■创作谈

■看小说

的确，正像书中所言，我对郭明义的
第一印象特别糟糕。不仅是因为他对待采
访态度的轻慢，更主要的是我心理上对媒
体宣传的不少先进典型有一种先入为主的
拒绝，总感觉太假，太造作。所以，当初
我接受这个任务时，只是碍于出版社朋友
的情面，心底却是不情愿的。

但是，当我接触郭明义之后，才感觉
到，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值得去书写
的人。

首先，他是一个好工人。这一点很重
要。郭明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镙丝钉”，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部队里，他
是一个好炊事员、好饲养员、好司机；在
鞍钢，他是一个好宣传员、好统计员。特
别是当工作需要时，在学校里从来没学过
英语的他通过刻苦自学，竟然变成了一名
优秀的翻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
然，后来，他又成了一名出色的公路管理
员。

同时，他又是一个好公民，这一点似
乎更为重要。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每一个
人不仅是社会进步的享用者，更是社会文
明建设的参与者，我们都有着诸多的义务
和责任，但很多人似乎并没有意识或重视
这一点。忽视了这一点，人就会变得自
我、自私，就会把幸福的坐标只是定位在
自家的客厅里，就会使自己的幸福感觉变得小众化，从而失去
更广大的、更真实的幸福。

真正的幸福感觉是什么？是一种博大的、阳光的、安定的
和健康的心态。一个人的幸福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人的
价值观，而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价值观，就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
明程度，涉及到一个国家稳定系数。当下的中国已经全面进入
市场经济时代，传统的价值观面临挑战，而新型的价值体系还
没有建立起来，这就造成了社会上道德滑坡的种种怪异现象发
生。不能不说，适合现代社会的新型道德建设，是中国当前最
大的社会问题。

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怀有一颗善心，也会时不时地去帮助别
人。但郭明义与常人不同，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把帮助别
人当成一种爱好、一种情趣、一种追求，并持之以恒，而且没有任
何功利之心，从而形成了一种本能、一种习惯与一种品德。

郭明义的行为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吗？不是的！我们平时偶
尔地为灾区捐款捐物，或周济穷困，或施舍乞丐，这些都不会
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但如果希望你经常性地捐献出一半收入
时，你肯干吗？一个亿万富翁，捐献三五万甚至百万元，是一
种善举，但若是让他拿出一半财产捐助慈善事业，他肯干吗？
郭明义，十几年来毅然拿出一半收入扶助贫困，而自己却生活
在清贫中。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长期坚持献血、献血小
板，并承诺随时捐献造血干细胞、遗体和器官。这些，不仅全
是无偿的，而且耗用时间，还伴有身体的疼痛感，但他十多年
乐此不疲，而且还带动了成千上万的人。

这是一颗怎样的爱心！
郭明义的种种善举不仅仅是出于一颗大爱之心，而且还出

于一种公民责任和义务。我们这个国家正处于初级阶段，贫富不
均，社会保障等体系还没有完全覆盖，还存在着不少的弱势群
体，诸如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器官）等社会必需或
急需而又无偿的社会公益事业，都需要人们去参与。但由于我们
新型的社会道德和公民意识还没有完全培育成熟，在这方面形
成了很多的缺憾，比如一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大城市却常常发生
血荒，每年数以百万计的患者需要器官移植却又没有来源。

我们大多数人，只是着眼于社会的光鲜面，对这些缺憾，
只是叹息、观望和等待。而郭明义，一个普通的工人，却主动
自觉地去弥补，去努力。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很小，但他坚
信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会建立起
来。从这个意义上，他是在倡导着一种文化，建设着一种道
德，他代表了一种正气、一个方向。

所以说，郭明义的意义在于：鲜明地回答了当前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中的根本问题——人类的幸福观到底是什
么？他绝不仅仅是在做好事，而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参与着一种
新型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而这，正是现代社会所最缺少的，
也正是我们国家所最需要的！

但如何去表现这个主题？
创作这一类的典型人物很难，因为新闻媒体已经先入为

主。我是一个作家，当然希望把他还原成一个生活中真实的
人，除了优点之外，还有缺点、有私心、有欲望，毛毛茸茸，
粗粗糙糙。

在表现上，我借鉴了小说、散文和新闻的写法，试图从最
大程度上挖掘人物，并让读者轻松阅读，快乐阅读。我理想中
的报告文学既是真实的，又是文学的，还是好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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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原的散文中可以看到真正的
“人文合一”境界。这是一个真真实实
的孙原，也是一个怀揣着质朴的理想、
保持着善良和赤诚之心，在人生道路
上谦卑地留下一个一个脚印，既平实
敦厚而又独具个性的孙原。他的每一
篇散文都是他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之旅
的真实记录。

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女儿红》的
红姐，还是《感激一生》素朴贴心的茶
子，或是《母湖随想》的加措母女、《巴
蜀来的小玉》中那位钟点女工，乃至

《女人如水》的傣族姑娘，虽貌异则神
同，却无一不是清柔如水、温馨如梦的
女性。

从少年随父母下放到山村，到青
年插队劳动，直至成年大学毕业后工
作，孙原一路走来，没有依赖父母，也
不依靠他人，而是凭借着坚定的信念
和不懈的努力，去拼搏闯荡。我以为，

《一个人翻山越岭》不啻是他生命进程
的真实写照，那回荡在荒山脊梁上为
自己壮胆的歌声，就是他发自心灵深
处的生命呼喊。闽西是孙原青少年时
期成长之地，也是他成家立业之所。他
的足迹遍及闽西的每一个角落，在那
起伏山峦间到处都深深镌刻下他无数
的美好记忆。不管是那布满磨难的艰
辛岁月，还是肩负工作和生活重担的
奋斗时光，当他回首往事重见故人时，

他依然如歌似地赞美颂扬这片养育过
自己的土地和视为至爱亲朋的乡亲。

《六金，我的兄弟》仿佛又重温了鲁迅
的《闰土》；《不竭之泉》那汩汩冒出的
清泉，沁人心肺是村民们那浓浓的情
怀；从《山神石雨露》孤寂求生的挣扎，
能触摸到大自然深处那不断述说着古
老传说的一颗悸动的魂灵。但凡笔锋
触及闽西，孙原的眼光总是注满“善与
美丽”，他认定“人生是由每个片刻连
接的，若不能把握那时光，好好享受

‘活着’的日常感动，那又怎么享受整
个人生”（《生死离别，我们会记住什
么》）。

肩挎相机，走遍山山水水，将所见
所闻所思如实地记录下来，这是记者
的本能和天职使然。30年来孙原将身
心全部投入到新闻事业，专业的锤炼
令其文学创作凸现出扎实的文字功力
和厚重的画面质感。他的散文放眼神
州和异域，既有目睹山川风物和人间
万象的白描，也有远古历史和悠久文
化的钩沉；在景物和知识的徜徉中，又
能窥探到他富有现代性的思索。褒扬
和批评，不失于偏颇；感喟和议论，均
有的放矢。而这一切都植根于尊重的
基础上，充满善意的温情。诸多篇章
中，既有诗化的讴歌赞叹（《通往禾木
的鲜花山谷》）,也有直抒胸臆的袒露

（《云卷云舒》），还有以镜头追踪述说

的故事（《摩西暖阳》《遇见个小小人
儿》），更有以蒙太奇衔接的历史和现
代的交叉记叙（《时光如水》），堪称文
心独运，不露匠痕。

从青春年少的习作初啼，到已届
“知天命”的文章老到，最令人折服的
是，孙原的散文始终不渝地保持着一
种纯洁质朴的清新。读书受教，那些冬
烘式的学究理论没有磨损他文学创作
的棱角，工作清规戒律的教条也难以
困囿他内心的自由追求和才情迸发。
收入散文集《风马牛集》三本小册子的
短小佳作，大多是来自孙原近年的创
作，是他多年来厚积薄发的一次井喷。
孙原对文字的苛求和吝啬、对篇章结
构的讲究对主旨意境的追求，委实是
匠心独运。仅以《山野逸闻录》那十余
则来说，颇具古代文人的笔记之风，言
简意赅，平白朴实，却回味隽永。短则
三五百字，长则亦仅千有余，记事记
人，则则迥异，各呈精彩。

孙原在《某日感悟》中这样写道：
“我想，优秀，常常并不在于已经成
就了什么，而是在于它应该被看作是
一种与你相伴的素质，是一种善于把
握人生之美并懂得体味这种人生之美
的能力。”我以为，孙原正具有这种
体悟和表达人生之美的能力，因而他
的篇章在散文之林中才能显得如此生
机盎然。

人文合一的散文之境
□李以建

赵德发《晚钟》
晚钟悠扬，洞彻人心

是否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曾经进退失据、难
以取舍？在名缰利锁面前，我们是否曾困守其中，
不得自在？一个背负命案的逃犯，金钟寺藏匿17
年，一直做到被僧俗二众恭而敬之的“当家师”，
但心中总有佛、魔交战，痛苦不堪，在几经挣扎辗
转之后，他始终没有战胜自己的心魔，最终在警方
的缉捕下归案伏法，从而洗清罪业，获得救赎。红
尘滚滚，物欲横流，在时代大背景之下，这篇小说
（《啄木鸟》 2012 年第 4 期） 以沉静从容的笔
调、淡泊自守的姿态，为在俗世纷扰中不胜其苦的
人们开出了一剂良药。小说主人公的身上，或许会
映照出世人重叠的身影。他的痛苦即是我们的痛
苦，他的纠结即是我们的纠结。小说叙事流畅自
然，于浓郁的佛教色彩之中融入了诸多时尚元素，
为文本平添了一种蓬勃的时代感和切近的当下性。
小说轻轻揭开了寺院生活的神秘一角，令我们得以
窥见传统佛门如何在时代的大潮中，濡染和映射现
代社会的色彩与光影。得与失、取与舍、出与入、
尘间与世外，看似犬牙交错，却皆在心念之间。结
尾处，那“空空空空”的钟声响彻黄昏，洞彻人
心。晚钟悠扬，有深长意味存焉。

朱旻旻鸢《天涯 明月 刀》
意绪苍茫的“江湖”图景

这是一篇具有独特的审美品质的小说 （《作
品》2012年第4期）。“我”原本是警调排排部通
信员，在部队还有两个月就撤编之前，调到南门岗
去过所谓“正规兵”的瘾。在这里，“我”耳闻目
睹，了解了南门岗的“班史”，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看似无数个偶然中隐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历史的真实书写，传奇的演绎点染，以及文学的想
象与虚构，在文本中彼此交错，互为表里，平添了
小说的内在张力，从而为作品赋予了多种新的审美
质素。丰富的精神纬度和开阔的心灵空间，使得文
本富有质感、厚度与力度。作者善于写人，往往在
寥寥数笔之间，一个个鲜活饱满的人物便跃然纸
上，呼之欲出。小说以诙谐生动、饶有意趣的叙
事，塑造了一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艾劁猪、龅
牙、大头、徐干事、洪帮主……他们都是富有传奇
色彩的人物，是纵横“江湖”的无名英雄，更是绿
色军营中最为普通最为平凡的一员。小说以新颖的
视角为切入点，出其不意地为我们切开了部队生活
的另一个截面，呈现了一幅意绪苍茫的“江湖”图
景。

成难《比邻而居》
指认生活中隐秘的“黑洞”

住201的“我”竟然用钥匙误开了301的房门。
小说（《黄河文学》2012年第4期）这样的开端不免
令读者对继之而来的故事满怀好奇，百般猜测。301
家中墙上的照片，令“我”想起了儿时好友刘美红，以
及不堪回首的童年时代。由此，我对301产生了不可
思议的留恋并且逐渐成为301的不速而至的常客。
究竟是现实中的哪一把利刃开启了“我”尘封已久的
忧伤和孤独？对温暖和爱的渴望，不仅源自“我”的童
年创伤记忆，更源自现实生活的坚硬与冷漠。虚拟世
界中的北京男友、各自在丰富的婚姻史中辗转忙碌
的父母、一直音信皆无最终确认已然死去的儿时好
友、比邻而居却咫尺天涯的301……这便是“我”的
生活的全部，是“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世界。小说结
尾的陡转，似乎出人意料，却又在意料之中。难道

“我”对301的贸然闯入，便是造成一桩命案的惟一
理由？或许，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存在着的黑洞，隐秘
幽深，一言难尽。那个破碎的语音小熊仿佛一个符
号，由虚无缥缈的网络空间到残酷真实的现实生活，
似别有深意。小说以近乎梦呓般的喃喃低语以及略
带自嘲的痛楚笔调，把那些黑洞一一指认，令人不忍
直视。

（付秀莹）

我以“农民作家”称谓吕守泰，他求
学、教书、做干部都在基层，都在农村。
在农村长大的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走不
出自己的“农村情结”：“因为我的生命里
有它，因为它的历史中有我。”“我相信自
己永远走不出那条连接的田梗，始终离
不开那片魅力神奇的田野。”

作家的“农村情结”决定了吕守泰的
创作主体和客体。如果硬要归纳这本散
文集最重要的主题，也即他“农村情结”
中的最强音——用作者的话说，是“农
业是苦的，但我们的生存离不开农业；
农民是苦的，但农民是伟大的”。面对
我国八九亿农民，如果弱化了大写的

“农”字，就如同忘记了“生我养我”
的父母，因为我们祖辈都曾是农民。吕
守泰的散文集《岁月情丝》提醒我们不该
忘了这个“根”“本”，农民应该成为我们
寻根问祖的情结。这一感悟的现实意义
是显而易见的。

《岁月情丝》记录了吕守泰在农村学
习工作生活几十年的足迹，映照出历史
进程中的农村影像，并以此为主线，连接
上许多与自己和衷共济的可亲可敬的人
物，他们虽然平凡，但又是非凡的。这本
散文集是一组农村基层干部与群众的

“肖像画”和“长镜头”，他们共同具有素
朴美的心灵和品行。比如，那个常年缺
觉、在“疲劳的眼神里透出一种坚毅”的
桑帅文，就是我们记忆中很多农村基层
干部的神色。他大搞山区开发，6000亩
山场如今一半“荒山变成花果山”，他是

山民致富的带头人。再比如，那位给穷
学校处处节约的校工老李，自己从山坡
上、田野里拾柴草，他为学校省着每一
分、每一角……许多意味深长的艺术的
定格，永远留存在记忆里。作者还将他
的感悟留给大家共思索：“老百姓，太可
敬了，他们的要求并不大，而我们当干部
的，应该多做些什么？”

作品歌赞了众多农村基层干部与群
众的人格魅力，借用作者的一句赞语：

“人面总比桃花灿”。这些人物都在朴实
中显出才干，在平凡中见出非凡。《岁月
情丝》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的审美目光
应多投在“平凡而非凡”的人物身上，因
为他们是建设新农村的骨干力量，也是
我们民族的脊梁。在反映的过程中，创
作者自身的心灵也得到升华。可惜，这
样的审美指向在当今的创作中有模糊化
的势头。

从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的观
察、感受、情感、体验、理解，甚至是
灵感等创作心理内涵与形式，他的创作
心理结构都在农村生活和农村文化中积
淀而成。比如，他的苦乐观在作品中表
现得十分充分和鲜明。他是学生时，

“那场院里临时搭建的草棚成了我高考
复习的特殊天地”。虽然“马灯荧荧照
我读，孤影孑孑夜半多”，但他还是

“热情拥抱”高考制度的恢复。做教师
时，他也是“背饭汉子”又像工又像
农，但时时体味着职业的神圣感，他对
自己严格要求，“学生知识长一寸，老

师学问须三尺”。他用自己微薄年收入
的三分之一去进修大学学业，他“为让
桃李得雨露，纵然辛苦也是乐”。身为
干部时，他带领群众投入艰苦的开荒战
役中，写道：“田梗就是我们的凳，石
板就是大家的桌。馒头两个速下肚，大
菜一碗连汤喝。”当等到“春赏桃花秋
看果”的收获时，感到艰辛的生活又是
何等的快活！

就创作而言，只有热爱生活，才能富
有诗化生活的情感，而诗化生活是进入
艺术殿堂的入场券。《岁月情丝》诗化生
活之例比比皆是。比如，他的情感抒发
大都寓于农村大自然的物象和来自农民
的素朴美。他在田梗散步似乎能“听到
麦子黄梢的悄悄耳语，又能听到新麦苗
交头接耳的笑语欢歌”。

特别要提到《岁月情丝》素朴的整体
风格。风格即人。不汲汲于利禄，不营
求于荣华的淡定的人生态度是素朴美的
灵魂。作者的写作似乎是信手拈来，俯
拾即得，没有一点当下创作中的那些无
病呻吟，忸怩作态，故作追求美感姿
态、其实毫无美感可言的弊病。素朴美
的奥秘全在自然。作者能做到“以自然
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王国维
语），源于作者生活在素朴中，内心保持
在平衡中。

最后，我以为，如果作者能更有意
识地增加对人物性格的开掘，可能会更
深刻；如果能更多一些艺术记忆的抒
写，可能会更感人。

“农民作家”吕守泰
□孙武臣

■

短

评

当百年欧风美雨飘洒中国文林之后，人们已
经不再简单地反对外来文化及其价值了。在承
认各有千秋之后，人们从未停止过在两者之间进
行沟通。用时髦话语表达，则是西方话语的中国
化问题。正是在这种期待视野中，我读到了龚举
善的新著《文化境遇与文论选择》（人民出版社
2012年出版）。

我认为，龚著绝大部分篇幅比较自觉地追求
这种中外文论视野的融合，并多处展现出这种融
合的诱人景致。如果说在欧风美雨和本地土壤
的共同培育下，中国文学（包括理论）的山林、园
林或原野中的平林已经展现出种种新貌的话，那
么，这本书就是作者长年拍摄这片文林的生态、
形态和美感的一组影集或影片。

总体上看，龚著体现了四个特点：一是以全
球化文化语境为立论背景，二是以中国古今文论
的现代对接为行文要点，三是以中西对话为学术
视野，四是以生态和谐为建构旨归。其四编标题
次第展开了这一文学王国中的学术景观：文化语
境与应对姿态；古典诗学与现代视域；主体维度
与数字指向；生态批评与批评生态。其间视域较
广、跨度较大，可以说古今中外皆有指涉。

具体说来，从宏观性语境描述到中国式应
对姿态的确认，从中国古典诗学的纵向梳理到中西现代文论的
横向对话，从数字化走势中文学创造行为诸多新质的辩证到接
受方式中现代生态观念的阐发，这既是全球化文化境遇中文艺
美学思想的存在方式，也是文学艺术现代演进的基本生态，自
然也就成为全书的框架式建构路向。借此可望纠正此前关于全
球化的诸多浅层或偏颇认识，进而为生态危机时代的文学写作
和理论凝炼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照。著者从古典诗学
的逻各斯中心、“言意之辨”、苏轼文论到当代的毛泽东、邓小
平的文艺思想，从中国的蔡仪到西方的伽达默尔、巴赫金、斯
诺、史蒂文斯，广纳新知，频出新见。这里没有一种高音吼到
底的“霸王唱”，而是中西文论合盟，灵巧应答当代的具体问
题。尤其是第四编 （19—24章），作者专注于生态报告文学的深
度研究，从概念、文体、现状到未来选择，比较系统地提出了
值得重视的独家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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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