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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在长期探索中平稳行进的广西
散文创作，不论是作品集出版还是单篇发表，
总体上态势喜人。写作队伍持续稳步壮大，老
一辈作家宝刀不老，新一代青年才俊辈出，各
具特色的文本交相辉映，犹如繁花满园，争奇
斗妍。广西散文领军人物潘琦、冯艺仍勤耕不
辍，青壮年作家依然是创作的主力军。广西作
家协会与广西人民出版社联手推出的“广西当
代作家丛书（第五辑）”收录了容本镇、梁晓
阳、罗南、何述强、蒙飞的散文集；宋先周、
陈纸、刘硕良的散文集荣获第十一届广西文艺
创作铜鼓奖；又见、李路平、杨合、谢向东等
出版散文集；牙韩彰、冯艳冰、房永明、韦
佐、吴世林、梁必政等不断发表新作。《广西
文学》推出“广西散文新实力二十家”散文专
号，集结了 70后陶丽群、罗南、琬琦、刘永
娟、唐女、梁志玲、林虹、罗晓玲、廖献红、
梁晓阳、宋先周、孟爱堂，80后连亭、黄其
龙、覃冰、李会鑫、剑书、施毅，90后岑叶
明、韦东柳等 20位散文作家，为 2023年广西
散文创作领域推出集体的力量。涓滴入海，百
川成河，又似江涛奔涌，此起彼伏，广西各民
族作家在散文领域不断开拓，彰显出广西散文
创作应有的气质和标高，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的独特魅力。

历史云烟、家国情怀与精神延续

2023 年，广西散文创作在梳理历史云
烟、融合思想文化上呈现出广西特征的经验探
索，底蕴深厚、思路开阔，在美学意蕴、审美
旨趣上有着一定的拓展与延伸。在书写人文历
史方面，潘琦、冯艺等老一辈作家以一以贯之
的学者气度创作历史文化散文，用穿越时空的
历史眼光观察当下生活。《广西文学》 2023年
第10期推出“诗画广西·记录平陆运河”专辑
的散文小辑中，推出何述强、房永明、韦佐、
吴世林的散文，以平陆运河为背景，记录运河
航线周边的历史故事。牙韩彰、梁必政以充满
家园情感的文字书写现代化建设。他们不断拓
展广西散文的精神向度，表现出精神上的感召
之力。

潘琦的历史文化散文总是以个体生命存在
去体验、感悟、追寻理想，将彼时彼地几百
年，甚至几千年前的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

“移情”到眼前。在《穿越历史的红水河》中，
潘琦对红水河这条流经桂西北的河流情有独
钟，对红水河流域这块美丽神奇的土地更是充
满了眷恋；在《遥想花山》中，他对壮族先民
创造的文化瑰宝和南国壮美山水风光圣地花
山，提笔写下这遥想花山的绵绵不绝的情绪和
深沉的思考；在《于成龙故乡纪行》中，对山
西于成龙故里的探访，使作家产生历史的追忆，
感叹于成龙清廉为民、务实担当、忠贞爱国的
精神；在《夏归乔巩村》中，通过乔巩村的今
昔对比，感念时代的发展。潘琦散文的视野，
并不局限于本民族生活环境，而是以超越时空
的穿透力，书写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冯艺的散文《冠头岭上的灯塔》，描写了
北海半岛最高的冠头岭上的一座灯塔，既写了
它的浪漫和神秘感，更写了 2000多年前汉武
帝在岭南设立九郡，北海便慢慢形成了港口，
也逐渐成为了中国与东南亚，西亚乃至欧洲进
行海上贸易的最早商港。它们沉淀了这个地方
的辉煌与风云，浓缩了一方水土的集体记忆。
冯艺在《渼陂，渼陂》中写了江西吉安渼陂一
个古朴大气的古村落，写了古村的历史风情，
由此看到千年来历史中许多值得纪念的时刻和
人物，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忠诚书写了共和国
的辉煌。《跟着杜甫去铜官》经由杜甫的诗写
到与铜官有关的历史，从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
到唐朝的海上丝绸之路，铜官窑彩瓷穿越历史

的火光和烟尘，依旧在人世间风靡，一直照亮
一条从古老通往今天，从铜官通往世界、通向
未来的璀璨之路。

《广西文学》推出“诗画广西·记录平陆运
河”专辑，围绕平陆运河建设主题，作家们热
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展现平陆运
河两岸的山水形胜之美、历史文化之美、开拓
奋进之美。何述强的《仿佛一道电光》写了历
史人物伏波将军事迹在平陆运河全程的呈现。
房永明的《当一条河融入另一条河》，写了对灵
渠的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作者发现灵渠就
如两岸的秦砖，那样的厚重，那样的珍贵，历
史最终赋予了它别样的荣光。韦佐的《像茉莉
花交付美丽灵魂》，写了横州茉莉花茶恒久的魅
力。吴世林的《江孕好泥育名陶》，写了钦江古
龙窑，在这里生活的钦州人民利用它创造出了
坭兴陶，并在劳动当中不断发展它、完善它，
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养育出了这一艺术瑰宝。

广西散文创作始终蕴含着深深的家国情
怀，除了对历史的追忆，还有对当下国家建设
的关注。牙韩彰在《从此，路不再漫长》中，
写了当年徐霞客先生不敢走的路，因为田西高
速公路建成通车，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远。
杨合的散文集《能往前走 便是幸福》经由家
乡的山河，将目光向远处拉伸，他用真诚的情
怀感悟自然、人生，引申出思想的火花，从而
实现对人生与现实的知性关照。梁必政的《边
关笔记》写了边境乡村的巨大变化，广西那坡
县这个广西陆地边界线最长的县份之一，自古
以来就是边关要塞，拥有 207 公里长的边境
线，作者对这一边关要塞充满了敬畏之情。

乡土精神、亲情书写与心灵密语

2023年的广西散文创作，继承了现代乡
土散文的传统文脉，乡情和乡愁仍是许多散文
作家执着书写的永恒主题。现代人的生活在原
乡与城市之间闪回，作家们将乡土经验与亲情
书写相叠加，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乡村的历史
变迁和乡土风俗，以最真诚的情感书写对家乡
的热爱之情。

陈纸的《舍陂记》用浓浓的亲情书写故乡
江西舍陂村的过往和现今。舍陂村是陈纸出生
成长的地方，更是他人生的来路。陈纸离开故
乡之后移居城市，但故乡那一餐一食的温暖始
终慰藉着他游走的灵魂，于是他以深情的文字
书写对故乡的回望，既写故乡的亲人，也写村
中的一草一木，在记忆中寻找故乡的踪迹。罗
南的散文集《在时间皱褶里》，充满了少数民
族特有的鲜活的语言风格，展现了一个古老封
闭的村庄的今昔变化。蒙飞的散文集《漂移的
家》展现了广西传统村落文化和广西人民的奋
斗精神，蒙飞以游走的方式讲述各群体努力生
活、拼搏奋斗的历程和各地百姓丰富多彩的生
活意趣。何述强的《时间之野》涵盖了其个人
成长、感怀故乡、行走感悟、历史思考等多个
主题，其中第一辑“隐伏的村庄”侧重对故乡
的感怀。

对乡土精神的书写，作家们总是从一个小
的切口，来表现内心的乡愁。火苗的《我看见
阳光正好》写“我”和“我们”于村庄之间来
回穿梭，不断地面对陈旧破败，又不断地面对
崭新恢宏；不断地面对失去，又不断地获得新
生。“我们”始终在不断回忆过去中又不断向
前建设未来的生活，这也许就是村庄所给予的
力量源泉。左丹的《四牌楼下老童谣》写的是
流传于宜州一带的老童谣，作者记述了小时候
随支边的父母从北方到广西宜州的生活经历。
杨英的《去路》写了桂北一个客家人村庄“去
路”习俗的变迁。施毅的《越过取景框》，用
镜头记录了广西十万大山余脉一个叫发明村的
风土人情。此外，还有赵先平的《律况之贶》

中的故乡律况村，卢子的 《为了那一泓水清
碧》中的公平湖畔塘底村，于小尘的《杏花摇
曳在故乡的皮影戏里》 中贫瘠而荒凉的朝阳
沟，都是对故乡的回望，对乡土的深情书写，
展现了广西散文浓厚的乡土精神。

亲情永远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在亲情的主
题创作上，作家们从小处见深情，善于在日常
中挖掘出独特的个体经历，表现亲情的伟大与
无私，显现出流水般的自然流畅，看似信手拈
来，实际已达到技巧上的成熟、无痕。谢向东
的散文集《梦中的绿草地》融入作者对祖国大
好河山、自然人文及亲情真挚的情愫。他写父
母、妻子、女儿、哥哥、姐姐等家人的亲情，
也写了对恩师、朋友的感恩之情。覃冰的

《鞋》写了拥有一双大脚的母亲的人生际遇和
生活哲理。母亲在经历了生活的艰辛之后，通
过自学考试，考取了大学文凭，并找到了新的
幸福。能够“甩开大脚，奔向新生”的母亲，
更让人敬佩。罗露花的 《藏在碎碗片里的疼
痛》里的大姐，一直有一个穿白大褂、治病救
人的梦。土地承包制后，家中劳动力不足，大
姐被迫辍学，那个梦也成了她永远的遗憾。唐
女的 《万物安生》 里青春期的女儿得了抑郁
症，“我”一路小心陪伴，最终等来孩子的慢
慢痊愈。“我”视孩子们如野蔷薇，漫山遍
野，虽带着刺盛开，仍会带给大地芬芳。

人生追忆、生活万象与时代印记

2023年的广西散文，个人诗性经验书写
更加纯粹和细腻。对人生追忆和个人生命体验
的书写，意味着散文创作一个深长的目标，即
以每个人的内心生活为直接养分，把触角引向
人类生命意识的内核。作家们褪去社会身份的
外衣，将激情转向内部，试图在自己的内心重
建一个人类生活的理想秩序。

容本镇的散文集《回首已非少年》是作家
在人生壮年时期回望关于文学与自己的过往人
生体验的作品，体现出独特的时空诗学意味和
深沉的生命意识。可以说，南流江、相思湖、
葛麻岭连贯起作家的精神谱系，经由少年的故
乡记忆到青年时代求学工作的相思湖岁月，再
到中年时期葛麻岭的工作足迹，印证了一位沿
着时间的长河溯流而上的旅人，用饱含深情的
笔触将远去的人和事重新点亮。梁晓阳的散文
集《文学中年》渗透出作者对人生的领悟和引
人触动的哲思，诠释着真善美的含义。梁晓阳
袒露了自己的创作心路历程，回忆起大学校园
时光的青涩，也回忆起穿越八桂大地和新疆之
间亲情的深沉。刘硕良的《与时间书：刘硕良
口述回忆录》以口述方式回溯平生，特别是对
其策划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等外
国文学作品与 《出版广角》 等精品书刊的缘
起、过程、特色、影响等基本情况做了细致的
梳理，语言质朴，于无声处启人深思。宋先周
的散文集《朝着幸福的方向奔跑》用清新的文
字表达了向往幸福生活，体现他追求向上、朝
着有光的方向飞奔的强烈美感，构建了宜居乡
村的美好画面。李路平的散文集《鱼为什么活
着》作者截取人生中的片段，用心回忆与感悟
人生的真谛，朴实真切且情深意满，文风清新
且富有旨趣。这几部散文集，以作家对人生的
深切思考，透出了思想的深厚和文字的旷达，
透出了精神的执着和信念的固守。

在书写生活万象方面，黄其龙的《人潮漫
卷》 以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视角，观察他的乘
客。“我”接纳的是分散的人群，最后人群带
着我的气息各自散去，我带着人群的气息，如
南方的雨一般飘飘洒洒，走向更辽阔的人群。
林虹的《像雪花覆盖着》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
再现了城市装修工人的生存状态，繁华的街道
上，无数民工在为这个城市无私奉献着。农民

工是一个沉默的群体，他们建造了一座座城
市，城市却不属于他们，他们是城市的外来
者。此外，在日常生活表述方面，陶丽群的

《疾病》写了与抑郁情绪抗争的艰难过程，需
要理性地克制与隐忍，及时清空那些本不该有
的欲念。我们终其一生的种种搏斗，多半不是
肉体上的病魔，而是我们肉身里的心魔，那是
另外一种看不见的疾病。

冯艳冰的《过犹不及的愧疚》通过一次到
柳州的动车行程中与邻座男孩的攀谈，产生了
对网络时代的人际关系、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
济深处凛冬的思考；《圭江北流》《上岭，谁的
心爱之物》写来自上岭、北流两地的凡一平、
林白等作家的日常故事。韦云海《沾满尘土的
足迹》、罗海《岁时记》是对年少人和经历追
忆，写出了成长路上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故事
等，以从容的笔触，展示了现实生活的万千气
象，以个人对生活的独特解读。

地方风物、自然山水与生命感悟

描写自然万物是散文保有生命感性活力的
重要来源。2023年广西散文创作者乐于在与
自然的对话中，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通道来与
这个世界建立精神联系，他们以散文的形式描
述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用从容明快的语言书写
大自然万物的美，用极富地域色彩的词汇体现
独特美感。何述强的散文集 《重整内心的山
水》记录了作者行走于八桂山水间的所思、所
感、所悟。作者与自然碰撞使内心得到觉悟和
沉静，更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同频共振。作者
以沉静之意重整内心的山水，让内心那些神奇
美丽、惊心动魄的风景焕发青春的光彩。又见
的散文集《大地之眼》用质朴的语言记述了各
地的泉潭或河流，记述了这些泉潭或河流的环
境、历史典故、风俗民情、保护现状等，由水
及史、及事、及人，讴歌新时代，赞美新生
活，生动地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同
时也表达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作家们还以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和现代性
的眼光书写地方风物。连亭的《拉莫河畔之药
与毒》写了降落在沙土中的种子在阳光雨露中
长成草木，它们拼命抓住大自然赠予的一切，
最终在沙地上撑起一朵朵绿色的浓云。琬琦的

《极命草木》以至情之笔书写对故乡草木的独
特情感。草木的枯荣就像人的生命轮回，人死
之后重新回到生命初始的状态，永远蜷睡于大
地母亲的体内，最终在野茅草的淹没中归于尘
土。羽菲的《法国乡村物语》写了夏日法国波
尔多的缤纷色彩，葡萄园、西梅园、苹果园、
花圃等一派生机盎然。大自然有山川河流花草
虫鱼，在作家的笔下都富含深刻隽永的意蕴。
广西散文家笔下的自然山水与草木万物极富灵
性，仿佛使读者看到了自然的活态样本，亲历
了一次自然之旅。那些灿烂的草木芳菲最终与
我们的生命融为一体。

整体上看，2023年广西多民族散文创作
在书写人文历史方面质量不俗，个人诗性经验
书写更加纯粹细腻，乡土散文关注精神延续、
探寻心灵密语，给人们留下深刻的生命轨迹与
时代印记。作家们强调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
特征，展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和共同发
展。广西散文创作在步入新时代的进程中，对
时代有所感知，对历史始终铭记，对自然深情
抒怀，既根植乡土，关注底层，又书写壮美河
山，记录乡风民俗；既有抽象的寓意，也有形
象的表达；既展现了民族地区地方特色，又书
写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奋进历程。

【作者简介】 张淑云，女，南宁师范大学
研究员，文学博士，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

感悟人生风景 抒写万千气象
——2023 年广西散文创作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