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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作家张金厚，评论界给予的评价是：
我省新乡土散文的代表作家。

我理解：乡土，就是坚持以自己生活的土
地为创作基础和创作源泉；代表作家，就是用
自己的实力和成就，成为我省新乡土散文的中
坚力量，是众多的散文作家中的佼佼者。我们
知道，他就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村作家，长期
扎根山乡 ，情系乡亲，他的散文，坚持在描绘
乡村田园画卷和乡村人物长廊中出新。

在金厚的散文里 ，有身边事务的妙谈，有
生命经历的回味，有悲剧人生的揭示，有历史
人物的缅怀，有当今时事的感慨……综观他的
作品，都是在着力揭示人性中最共同的东西
——亲情、友情、爱情和责任。作品中所表现
的真善美，正是他乡土散文的出新出彩之处，
构成了他散文的灵魂。

对亲人的敬意，对乡人的怜悯，对地域人
物的崇拜，是他乡土散文的鲜活内容；善于从
平凡的事物和平凡中人物身上，找准人性的亮
点，写出自己最独特的感受，是他散文的创作
特色；感恩之心、怜悯之心、敏锐感，是他人文
情怀的真实坦露，成为他散文的突出美点。

感恩之心。作者有着童年的创伤与成长的
艰难，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悲伤与苦难，过早
的感受到了人间的冷暖。欣喜的是，他处处受
到了亲人的呵护与乡邻的帮助，由此，在他的视
野和感受里，这些人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都是
情感丰富的常人，更是品德高尚的好人，更是他
苦难人生的贵人。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呈现着
一个好人世界，从而塑造了他的感恩之心，用一
种善良的心怀去感受人间的美好。

爷爷是好人。在《一张账单》里，通过描述
他家的不幸遭遇及家庭变故，详写爷爷的心灵
悲苦与一向要强，表现爷爷的亲情至上。账单
不仅仅是一家辛酸苦难与无奈的真实记录，更
是爷爷坚强意志的真实凸现。特别一个场景
描写，着实摧人落泪：为了给孙子治病救急，一
向威严的爷爷，“一进门不说话就要给我下
跪！”，而且，老泪纵横，不断哀求，“我家就这一
点希望了，孩子有个三长二短，我也不活了”，
为了救孩子，爷爷的尊严自损，突出了亲情的
无与伦比；在《有关棺材的故事》里，爷爷为自
己百年之后，有一幅体面的棺材而处心积虑，
一副棺材，是爷爷苦难人生中最后的荣耀。爷
爷一生置办过四幅棺材，给爷爷的爹娘，给早

逝的妻子和儿子，轮到自己却无能为力了。幸
亏爷爷的女儿送给爷爷一副棺材，才解决了爷
爷的后顾之忧。然而，无奈孙子要订婚，苦于
没钱，全家一筹莫展。这时，爷爷果断决定：卖
棺材变钱。为了孙子的婚事，爷爷连自己最后
的体面也置之度外，突出了爱心与责任是他生
命中的重中之重。

奶奶是好人。就在这篇散文里，因孙子的
婚事缺钱，在爷爷要卖棺材，孙子要不结婚，相
持不下时，奶奶暗地里卖掉了她“爱了一辈子
的”银首饰和耳环（且是娘家陪嫁的），难题才
迎刃而解 。一个妇道人家，在爷爷和孙子不
知情的情况下，果断处置（且为后奶奶）。寥寥
数语，一个深明大义的奶奶形象跃然纸上。

父亲是好人。《一根拐杖》写了父亲潜意识
里的亲情与孝心。即使父亲懵懂癫狂，也未曾
忘记自己身上的那份责任。散文在写父亲准
备拐杖材料时的精心挑选，在与蛇搏斗时的勇
敢灵活，在给父亲交付拐杖时的温情清醒，道
出了亲情的无穷威力、孝心的不可泯灭，甚至
可以爆发出无穷的智慧、果敢和力量。

乡邻是好人。脾气不好的堂叔每天为金
厚准备两筐玉米茬，供六岁的他拾取；就连爷
爷的死对头，官司打到乡里县里省里甚至北京
的远方堂叔村支书，也网开一面。因金厚为爷
爷治病，剥村里桑树的皮 ，老支书只是善意提
醒，让他“不要只在一棵树上剥皮”。

用感恩之心去看世界，则处处是好人；去
回味自己的过往，则事事受感动。金厚正是在
浓浓的亲情、族情与邻里情中成长起来的，他
深刻体会到人间真情的弥足珍贵。因此，在他
回味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处处在讴歌真善美，
文字中体现着人性的温暖、闪现着人性美的伟
大光辉。正如他所说的，他的散文，并不是为
了展示家庭的不幸与痛苦，而是为了揭示人物
情怀，歌颂人间大爱。

怜悯之心。金厚历经磨难与苦难 ，得到
了亲人的关怀和邻里的帮助，因而，他对亲人
与邻里，总会由衷的流露出赞美、热爱、认同和
怜悯之情，对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寄予着希望，
充满着关切。特别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
对农村振兴与农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满满是严肃的思考，表现出他的平民心态与民
生情怀。

他的这类散文，真实地记录着乡人的生存

处境与命运沉浮，用自己的艺术笔法，勾勒出
农村大变革时代的普通民众生存命运的真实
轮廓与进程，反映乡亲的真实心态与情感，突
出其散文的写实性。

《诀别》，反映一个村子的整体搬迁。写故
土难离，描绘乡民搬迁时对故土的依依惜别之
情。反映了在人口城镇化的浪潮中，农民的困
惑与迷蒙，以及他们的阵痛，更多的迷惘。

《六叔要逃亡》是《诀别》的姊妹篇，写农民
上楼后的种种不适应。衣食住行都给他们造
成了麻烦，蜗居在楼里，无事可做，活得“不但
费劲，还费命”。所以，六叔执意要离开，宁愿
回去住窝棚，写农民住楼房后的困惑。

《故乡不是风景画》，写出了大变革时期，
农民及农村的变化。首先写农民心理的变化，
从村妇的涂脂抹粉，到农民舍弃老屋，住宅新
修在公路两边，表现农民对城市的向往与仿
效；其次，写对农村发展的展望，详实叙述一个
说不准“三”和“四”的发小，对生活的自我经
营：一个农家小院的生机和活力，给农村的发
展展示了一抹光明的色彩，如此发展，农村肯
定也是大有可为的 ，这是对乡村振兴的展望
与田园风景的展示。这些“风景”描绘，是作者
对乡村如何振兴的客观态度。如此发展，故乡
也就成了风景画 ，是绿水青山即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的具体化。

生活是散文的泥土与肥料，是散文的家乡
和故土 。作者从未离开过家乡，与农民息息相
关。因而，在他的笔下 ，体现着他在乡村的存
在感，体现着对社会大变革时期，对乡亲的生存
与发展，对农村的振兴与繁荣，自己的见解与艺
术思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心路历程，
那就是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现实关注，是对农
村振兴的热切期盼。立足山乡 ，直面现实，浓
郁的民生情怀是金厚散文的一大亮点。

敏锐感。在金厚的历史散文里，他有着敏
锐的经验方式，善于借当地的名胜古迹、历史
人物说事，从中挖掘中华文明，歌颂传统美
德，弘扬民族精神。

《石窟背后有座山》，写了北魏人的心高气
傲，开放而豁达的心怀以及文化认同，重点反
映他们“文化治天下”的事迹。五代皇帝在朝
不保夕的情况下，一张蓝图绘到底，创作了璀
璨的石窟文化——大同云冈石窟。表现的是
统治者以江山社稷为重，一脉相承地企图用佛

教治天下这样的持之以恒的坚持。
《安国 安国 何以安》，叙述于成龙在安

国寺发奋读书，一举成名的历史事实，最终成
为天下第一廉吏。突出读书成就未来，塑造读
书人“修身，齐家，治国”的风范。

《那一袭长长的红色道袍》，写饱学之士与
旷世奇才的傅山先生，“聪明一世，糊涂一世”
的悲剧人生。在先生的身上，闪现着“忠和义”
的人格光辉，也表现出不识时务的人生惨淡。
说明个人的命运一定要随着社会的转型而变
化，否则，将是历史的牺牲品。

《孟门 千年不衰的大气场》，描写孟门人
在历经坎坷中，在兴与衰、荣与辱、贵与贱、富
与贫的千年挣扎所表现出来的气场——生生
不息的创造。

在作者的笔下，历史人物都活起来，在他
们身上，蕴含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
精神之美——坚持、勤奋、忠义、坚韧……这些
包含传统美德和现代精神的优秀品质，正是我
们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中应具有的
精神风貌，作者“为时而著”的创作初衷以及使
命感、责任心显而易见。

我们看到，从家人到乡邻到历史人物，他
善于从大处着眼，细处着墨，找准扣人心弦的
东西——人性的真善美，用自己的艺术眼光，
加以聚焦和放大，并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于
细微之处见真情。于是，在散文里，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呼之欲出，歌颂人性的向善向美，
构成了他散文的主旋律。

文学就是人学。从金厚的成长经历和人
生轨迹去考察，我们更体会到作品与作者的内
在关联性。他的散文是他人生的真实记录，是
他心、志，情，行的生动体现，是他善恶观的真
实坦露。

金厚散文，是世情人情亲情的大荟萃。读
金厚散文，阅读的是人情世故，品味的是人性
的真善美，涌动的是至亲至爱的人间真情。

无独有偶，金厚是我省新乡土散文系列丛
书的入选作家，丛书选编的他的散文集——

《故乡不是风景画》新近出版，一睹为快，在他
的这部散文集里，我文中所列举的篇目都有，
可见大家的感受所见略同。选编者和一个普
通读者的不谋而合，更佐证了金厚散文在写人
方面的独特优势。

人生看得几清明，繁华落尽见真淳。我们
相信，花甲之年的金厚，凭着他丰富的人生阅
历，独特的生活体验，广阔的艺术视野，娴熟老
练的笔法，志在千里的精气神，在以后的散文
中，必将更为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定会有更多
的情真意切、文笔优美的佳作呈现。

人间自有真善美
——张金厚散文人文情怀赏读

□ 李喜平

读读

作家王族一直对边地生活中的动物叙事
情有独钟，他早年完成的散文《狼界——与狼
对视 28 天的笔记》便体现出主体观照背后的
人性思考。其新作《动物文学王国·王族作品
系列》（下称“动物文学王国系列”）包括《荒野
中的猎鹰》《村庄里的狼》《沙漠中的骆驼》三部
作品，是王族在动物叙事方面的又一力作。

王族曾说：“我写动物的过程，其实就是把
兽性变成人性的过程。”虽然他在《荒野中的猎
鹰》等三部作品中着意表现的皆是边地荒野中
生存的动物，但却刻意将其置入一个与小说人
物命运息息相关的情境中，形成了叙述主体

“面向事物本身，介入到面前的事物当中”的
“在场感”。叙述者的在场导致了边地经验呈
现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最终促使叙
述主体在“为动物作传”的凝视中完成自我观

照，凸显出边地人物的人格魅力。
动物文学王国系列作品中，作者在对动物

的固有特征和本能行为进行叙述时，往往会不
自觉地将叙述者立场转换到动物的立场上，反
映作者边地生活的生存体验、事物认知以及利
害判断，从而对动物展开“以己观物”式的描
述。

每部作品目录前，王族为要记述的动物撰
写了志书。在这些短小精悍的“动物志”中，作
家以细腻的语言详尽描述了动物的习性和生
存法则，并在其中加入人的生存体验和认知。
作者笔下，机警敏捷、擅长猎杀的狼也有温柔
仁善的一面，它在享受猎物时总会留下一点残
渣，从而使其他受饿的动物能靠这些残渣渡过
难关（《村庄里的狼·狼志》）；温顺的骆驼更有
安仁乐义的美德，它没有依仗自己高大的身躯

将鲜美的叶子一扫而空，而是主动食用骆驼
刺、干草等食物，而将鲜嫩美味的叶子留给其
他动物（《沙漠中的骆驼·骆驼志》），这使得他
塑造的动物形象具有人的仁心义举。

另一方面，王族也不回避边地恶劣环境中
动物生存竞争的激烈和困难重重。小鹰在襁
褓中便需要通过残酷的互相残杀学习弱肉强
食的生存法则，骆驼需节制地“在沙漠草场上
吃少得可怜的草”，才能于裸岩广布、黄沙无垠
的干旱之地负重前行、抵达终点。作家认为，
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动物们却仍保留了
藏良守善的仁心，就像人在艰难中的义举，方
显美好品质的弥足珍贵。

值得称道的是，动物文学王国系列作品对
动物与人心性相通的场面做了大量描写，以极
具传奇色彩的情节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契
合。如《村庄里的狼·对视》中，狼死死盯住

“我”，两只眼睛泛出凶狠的蓝光。但“我”鼓励
自己用热切的目光与其对视，认为这只狼只是
一个内心绝望的生命，“我”应当用眼神传递自
己对它的关爱。最终，这只狼竟在与“我”对视
的过程中渐渐放松警惕，眼神也灵活起来。

通过对动物“通人性通人情”的细节梳理，
不难发现作品的叙述主体在对动物行为进行
描写与评价的时候，大量使用拟人、移情，使得
动物的行为具有人的情感和意念，人与动物进
而能够进行交流沟通甚至产生信任。一定意
义上，这也反映出作品对酷烈环境中人与动物

如何相处的思考。
动物文学王国系列皆以叙述者“我”去新

疆边地拜访朋友时所记述的见闻展开。在
“我”的际遇中，动物的生存经验总能给人以借
鉴意义，为人带来超越生活表面的深层感悟，
使人能够从与动物的相处经验中体悟个体的
生存之道。

例如《沙漠中的骆驼·缓慢的行走》，叙述者
在长期与长眉驼进行沙漠跋涉的过程中，长眉
驼缓慢而踏实的脚步使人发现了骆驼成为“沙
漠之舟”的奥秘，从而总结出“不怕慢，就怕站”
的生存智慧：“跟着长眉驼，你的耐心就得到了
最好的锻炼。沙漠大着呢，不是一天两天能走
完的，所以你要学长眉驼，一步一步地走。老人
说得好，不怕慢，就怕站，一站就耽误时间了”。
再如《荒野中的猎鹰·第一次飞向高空》中，“我”
通过目睹小鹰如何适应线的长度，“不急不躁”
地在线所规定的范围内自由飞翔的场面，进而
领悟到动物为了锻炼生存本领尚且“脚踏实地、
稳扎稳打”，人为了追求美好生活更需克服“本
领恐慌”而勤勉向上的人生道理。

一如论者所言，动物叙事，恰恰是人的叙
事。这其中，叙述主体的情感判断、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情趣兴味等都深蕴其间。王族在动
物文学王国系列中，通过将自我认知、自我情
感融入叙述者对动物行为的评价中，体悟出边
地荒漠的生活真谛，在一幅色彩斑斓的诗意画
卷中完成了对人之主体性的在场书写。作品
消弭了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以去人类中心化
的视角再次借凝视动物而反观自身，具有叩问
生命形而上意义的价值。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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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蕴主体情感的动物叙事
——读《动物文学王国·王族作品系列》

□ 王敏 顾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