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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其实，我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应该是，“道德

情感、自然情感、审美情感与情感疗愈”。但是，
我觉得有些太长，又有些学院派评论的死板教
条。而这与散文写作的精神大大相悖。记得

《在场主义散文宣言》中有过这样的话，“‘散文
性’的四大文体特征所体现的‘随意’、‘片断经
验’、‘散漫’和‘自由表达’，向我们昭示了散文
的精神指向——自由。这也是人类一切精神的
终极意向。”因为我认为他们的说得话有道理，
所以就记住了这些话。依此，我觉得还是用现
在的这个题目，来写这篇文章妥贴。

赵月琴把她的散文随笔集《所仪的世间》
书稿，给我传过来后，我把这些散文随笔看了
两遍。这些散文随笔，是与她的生活、工作相
伴而生的，是与她的情感滋生、变化、蔓延同步
涌现的，也是与她的日益成长共同完成的。这
些文学记录了她在生活和工作中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悟，记录了她对父母、孩子、丈夫、同事
和朋友的日常生活情景，以及琐碎情感，记录
了她外出旅游和笔会采风时的许多感动与感
悟，记录了日常读书和观影的思考与认识，记
录了她对当下这个时代的一些现象与问题的
个人看法和见解。正如她在自序中所言：“打
开旧的文字，更像是打开尘封的日记，各种复
杂的往事跳到眼前，使我一次次回到那些曾经
流连过的日子、情境。美好的时候有，纠结的
时候有，振臂一呼的时候有，思索放下的时候
有。打开它们，便是打开一段段往事，而这些
被复苏的往事,如果没有文字的记载，可能就
永远消失不见了，包括我自己，也可能永远不
会再想起来了。而我，在这些文字中，找到了
独立知性，找到了可爱伶俐，找到了奋勇搏击，
找到了细腻温婉，找到了友爱良善。其实，我
本身也是一个宝藏啊！这想法跳出来时，我被
感动到了，为自己曾经的不易、艰辛与苦苦挣
扎，也为内心深处久久不灭的理想之光。原
来，只要你愿意，你自己就可以是一道光，一束
花，喜悦自己的同时，也影响到别人。”

从赵月琴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她对眼
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世间是有所喜欢的，有所敬
畏的，有所心仪的，有所感恩的。她是带着一

颗诚实而素朴的欢喜心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来
看待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来看待人世间的所有
关系、情感和琐碎杂事的。我尤其喜欢她在这
段文字中最后的几句话：“原来，只要你愿意，
你自己就可以是一道光，一束花，喜悦自己的
同时，也影响到别人。”

所以，我觉得“所仪的世间”这个书名，与
她里边的文字是妥贴的。而且，我能从她的这
些文字中，能够感觉到，她不仅所仪这个人世
间，而且极所仪自己的心。她对自己的这颗心
是尊重的，敬畏的，心仪的。因此，我对我现在
的这个文章的篇名亦觉得极妥贴。而且，我极
很喜欢这个文章的篇名。

二
写作是自我塑造和成长的一种方式,尤其

是散文随笔的写作。一个潜在的作家大都会
像赵月琴一样，在笔记本或电脑、手机上做这
样的生活日志，以此不断培养一种鲜活而专业
的文学声音。这可能是许多作家成长的切身
经验。因此，国内外有好多人用各种各样的比
喻来描述作家的笔记本或电脑日志，诸如实验
室、镜子、头脑风暴工具、破冰船、垃圾抽屉、寄
给自己的明信片、淋浴间的歌声、刚启动的电
缆、备忘录、档案馆，选集、仓库、旅游摄像机、
窥探装置、观察员、救生包、记录精神疾病的方
法，冥想练习、治疗师、精神顾问、共鸣板和一
个密友等等。当然也有叫得邪乎的，譬如哭
墙、堆肥箱、沙袋和忏悔室等。这些写满文字
的手卷，犹如一些精灵，会在他们每每身体沉
睡时施展出种种意外的恩典。他们可能会在
这些羞怯或放肆的文字表达中，把自己的生命
情感与精神意识交付给生活日志，甚至通过生
活日志变成上瘾的书写狂。

好在生活日志和散文随笔写作有着天然的
相似性。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是两者给我们的
一个令人欣喜的无声承诺：自由地去写，去写自
由的心情、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感受。不管文
字笨拙，句子散漫，还是思想偏见、情感愚蠢，行
为幼稚，但都无所谓。因为它们从来就不是思
想汇报、逻辑证明或法律申诉，也不必说服谁，
请示谁，重要的是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即使它
们导致矛盾，互生抵悟，也是自己生命阶段的情

感波涛，生活截面的念想记录。正如威廉·泽格
教授在谈到蒙田的散文随笔时所说：“他从争辩
或试图说服他人，他没有竭力争取读者的认同，
因此，他不必担心被反驳。”相反倒是，通过在这
个实验的安全场所里放肆的书写，使其成为一
次次开放式的冒险，从而引向怀疑和震惊：正是
这些意想不到的变化，会提升自己，意想不到地
出现一些好的散文随笔，真正发出自己内心深
处自由而熟练的歌唱。

赵月琴这本散文随笔集里的文字，都是这
样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具有顽强的真实性，是个
人内在思想的自由抒发，是个人情感管理艺术
的逼真纪录，当然，也是女性情感疗愈的自我保
护与安慰。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很喜欢她的这
种散文随笔写作的姿态与行为。当然，这本散
文随笔集中，也不乏一些优秀的散文随笔，诸如

《仙居》《街巷深处》《十字街口》《桥主》《皱纹》
《想要的我》《活着》《选择活着》《挤生活》《朋友》
《境界》《思晋城》《游走庞泉沟》《十二连城》《家
碛口》《山城柳林》等等。“因为贪恋于文字，读
着，写着，玩味、折腾的同时，愈发强烈地渴望着
更多的自由。自由如身，束缚如绳，绳越紧，对
自由的渴望越强烈。想一个人在暗夜里走走，
哪怕在陌生的街头；想离开生活的空间外出走
走，哪怕只有短暂的一周。实在不行，请允许我
随时站在春天的寒风里，一任吹拂，吹开冰封的
身体，吹动凝结的散发，吹响自由的鼻息。”这样
的贴心而舒适的文字俯拾及是。我很喜欢读这
些发自内心深处的文字。正像奥斯卡·王尔德
的书名所言：《自深深处》。

三
情感是人世间一切文学艺术致胜的法宝。

散文艺术尤其如此。因为人是天生的情感动
物。所以，情感对文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
某位人、某件事、某个物、某些景产生的某些触
动人心的情感，常常就是写作者进行文学创作
的动机。这可能就是情感与文学最初的联结。
然后，读者通过心心相映的情感，从文学作品中
获得共鸣或共情，从而与作者、作品建立起了生
命链接。其实，好多作家的文学创作，都源自对
自身的一种情感疗愈。我们读路遥的《人生》

《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和史铁生的

《我与地坛》《病隙碎笔》等等，联系作家的生活
经历，都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20世纪 80年代，国外出现一种“叙事心理
学”的概念，并且在两位外国专家编写的《故
事、知识、权力——叙事治疗的力量》中，在原
有的心理治疗模式以外又增加了一种新的治
疗模式，即“叙事治疗”。当然，追溯到弗洛伊
德的《心理治疗与咨询的理论及案例》，他在其
中也提出了“谈话治疗”。它多用于对人童年
早期痛苦记忆对后来形成的情感疾病进行谈
话式的疗愈。按照高丽等人所著的《心理创伤
者的叙事疗法治疗个案报告》来看，叙事治疗
大致有四个阶段。第一是叙说故事阶段，通过

“主线故事”“问题故事”的叙述，来完成叙事者
的身份转换。第二是解决问题阶段，通过“确
立叙事主体，促进问题与人分离”，达到“跳出
问题看故事”的目的。第三是“重构主线故
事”，丰富或改写“主线故事”，“以构建新的生
活视野和积极力量”。第四是“仪式礼强化正
性自我”。由此来看，“叙事治疗”与作家的创
作过程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实，好多作者的叙
事书写，都是一种情感疗愈。尤其是散文随笔
的创作，大都是写作者为疗愈自己的情感创伤
而书写的。我想，赵月琴这本集子里，好多文
章可能也是如此。

当然，优秀的散文随笔写作,其实就是对
各种复杂情感的平衡和处理。我们知道，人的
情感是极其复杂的，有自然情感、道德情感和
审美情感等等。自然情感是人天生的情感，其
最大的特点是天然的存在性，而没有所谓的是
非、善恶和悲喜等等的分辨。大卫·休谟在《人
性论》中说，这是一种“不能被真理和理性所反
对或者与之相矛盾”的情感模式。而道德情感
和审美情感，则是建立在自然情感之上，能够
被后天培养、规训的情感，是对自然情感的修
剪或丰富。虽然都来自相同的自然情感之基
础，但是，审美情感与道德情感属于相互交叉
的两个方面。按照张晶在《审美情感·自然情
感·道德情感》一文中所言，审美情感是“体现
在人的审美活动过程及其物化形态中的情感
类型”，是一种个体的、功利性较弱的情感模
式。按陈芳洲在《试论情感知识化与情感疗愈
的可能性》中所言：道德情感则是“辨别和审查
情感关系的情感类型，是一种群体性的具有定
义、审判功能的情感模式”。而我们在散文随
笔创作中，就是要冲破道德情感的藩篱与束
缚，最大化地回归和还原自然情感，丰富和物
化我们的自然情感，进而上升到博大深远的审
美情感。只有如此，才能书写出散文随笔佳作
来,引发更多人的共鸣、共情和共振。

正如散文作家、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
导师龚静所说：“散文是人书俱老的题材（体
裁），一边写一边探究，一边写一边怀疑，一边
写一边不断碰撞可写不可写，写到永远写不
到的世界，探究不写比写到更有价值的边界，
是我们运用散文的际遇。”赵月琴也在《读书
与写作及人生思考》一文中深有感触地说：

“写作是一条流动的河，河道可以不变，但河
水的形状总在变，总在调整，总在适应新的路
途，映照新的太阳，接收新的风向，带着新的
味道奔向前方。”

我极赞同赵月琴在情感疗愈后“人到中
年”的人生感悟：“人生最不能忍的是欺骗，最
不能受的是侮辱，最不能失的是自由。而我最
怕的是,一直信誓旦旦的人突然有一天反目
了，一直信以为真的理念突然有一天被告知全
错了，一直信赖的天突然有一天塌了……”“人
生最惨痛的教训是，醒来方知，一切已经变化，
曾经熟悉的全是错的，你得从头开始……你不
知道自己要经历多久才可以重新开始。”

真的，母亲说的很对，“没有被针扎过，就
不知道针是可以伤人的，就不知道人是有痛觉
的。”你说的也很对，“人到中年，我仍然会一次
又一次地忘掉伤痛，不知深浅地陷入到生活的
深处，将自己扎伤，然后醒来，然后在伤痛中解
悟人生的真味”。

赵月琴说的对，写作的未来真的是捉摸不
定。希望她在新的体悟中，脚踏实地地步入到
新的生活状态和新的写作姿态中，写出更新更
好的优秀散文随笔作品来！

所仪世间，所仪心，才是我们共同的心之
所向，文之所往。

所仪世间，所仪心
——读赵月琴的散文随笔集《所仪的世间》兼谈散文写作

□ 马明高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经意间，2021年
已悄然离去。回望 2021，我心存感恩，也有诸
多可喜可贺、可圈可点的事情，值得记忆。

喜之一，获了几个奖。一是获评市政府
办 2020年度信息工作“成绩优异个人”，本单
位也获评“成绩优异单位”，位居全市 50多个
市直单位综合得分第 7 名。2020 年，我以极
大的热情致力于全市农业农村工作、疫情防
控等工作的宣传，撰写“三农”信息、疫情防控
信息等 200多条，并有 143条被山西农业农村
厅《山西农业农村》、市委办《吕梁信息》、市政
府办《吕梁政务信息》及《吕梁日报》采用。其
中《吕梁日报》38条，这是我作为自由撰稿人
自 2010年向《吕梁日报》投稿以来，最“丰产”
的一年。就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的
最后一天，我一次性收到了《吕梁日报》社寄

来的 8 张稿费单。尽管稿费额度微乎其微，
但发放稿费体现的却是报社对文字工作者的
尊重和关爱。还记得，在十年前的 2012 年，
我也曾被《吕梁日报》评为年度“优秀通讯
员”。二是获评市政府“2020 年度安全生产
工作先进个人”，本单位也获评 2020 年度安
全生产工作“优秀”等次。三是获评本单位党
组“在 2020 年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给与
嘉奖”。在当年目标责任制考核中，我被评为

“优秀”等次。这是我自 2019年 6月转隶到新
单位后，连续两年获此奖项，这应该感谢单位
的相关领导和同事们。

喜之二，发表于 2019年 12月 21日《吕梁
日报（晚报版）》的拙作《回不去的故土，忘不
掉的乡愁》入选离石区文联庆祝成立三十周
年《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萃》一书，与众多先
贤大家“群英汇萃、并驾齐驱”，既深感荣幸，
又惴惴不安。这是拙作第二次入选离石区文
联文学艺术作品专辑。2020年，发表于 2015
年 5 月 9 日《吕梁日报（晚报版）》的拙作《五
一，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入选离石区委宣传
部、离石区文联编撰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集》。近两年来，我曾
以“离石区作家协会会员”的身份，两次参加
离石区文联组织召开的由全区各文艺协会会
员参加的会议员。这要感谢山西本土知名女
作家、离石区文联主席、文集主编李心丽女士
厚爱！

喜之三，调薪。这应该是最最实惠的
“喜”事。这次调薪，是我转隶到新单位后，除
职称评聘调薪后第二次提薪。关于职称的评
聘很费了些周折：2018 年 2 月通过了资格评
审，2020年 4月获聘，年底兑现了工资。

喜之四，是关于我的儿子。2021年 6月，
儿子面临中考升学。这是一个一直以来就颇
令我头疼的事。儿子学习又不拔尖，还不想
去太差的学校，这可如何是好？但结果是，儿
子凭借自己的实力顺利进入我们预期的理想
中的高中，可谓喜出望外呀！！！

还有一件比较开心的事情是，在我四十
七岁生日的时候，收到了两个孩子别具特色的
生日“礼物”。2021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本
是一年 365天中极其普通的一天，但在那天，
我的生日意外撞上了“六一”儿童节，也算机缘
巧合。让孩子们潜移默化地懂得感恩、记住父
母的生日，也是传承孝道文化的重要方式。那
天，孩子们不约而同地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
们的祝福。正读高二的女儿选择在下午 4点
21分，在学校里借来老师的手机给我打来了
电话，晚上去看她时又把一张预先写满字的贺
卡递给了我。马上就要中考的儿子则在祝福
的同时向我表示，不管结果如何，一定踏踏实
实走好每一步。这句话应该是儿子发自内心
说出来的，他的这句话，在 20天后的中考场上
得到了最有说服力的验证！那天，天气非常
好，我也非常开心！

感恩感恩20212021
□□ 薛锦红薛锦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