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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实践、光辉革命
历程和光耀千古的党史军史，是广大文艺工
作者创作的不竭源泉之一，也是红色革命历
史题材创作的富矿。钟法权正是锚定这座
富矿进行开凿的优秀军旅作家之一。他以
大量鲜活灵动的文字，书写军人生活，挖掘
军人思想，塑造军人形象，为英雄立传、为时
代放歌。

作为兼事小说和报告文学两种体裁创作
的“双栖”作家，钟法权的红色书写双管齐下，
相得益彰。身为军人，他勤于观察、善于思考，
又肯深入生活，还能吃苦，创作上手笔敏捷。
他以军人特有的“稳准狠”“不克厥敌战则不
止”的过硬作风，在报告文学的实践中结出了
硕果。近年来，钟法权推出了《白衣军魂》《那
一年，这一生》《雪莲花开》等一批优秀报告文
学作品，而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张富清
传》更是“以饱满的情感，娴熟的文字，细腻的
笔触，刻画还原了这位英雄的生命历程”。

继《张富清传》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老
英雄张富清鼓与呼后，钟法权又创作了“七一
勋章”获得者老英雄王占山的传记《硝烟中的
号角——百战英雄王占山》，令人过目不忘。
作品以简御繁，以洗练传神、跳跃性的笔墨，
刻画了一位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感天地泣鬼
神的英雄人物。王占山1929年出生，如今已
过鲐背之年，要写好这样一位担任过抗日儿
童团团长、民兵队长、游击队队员，参加过诸
多重要战役的老兵，行走枪林弹雨几十载的
绝世英雄，殊为不易。但作者却很有章法：一
是采用“冰糖葫芦”结构，以“少年志”“英雄
路”“浴血记”“披甲再战”结构全书，各章的转
换间几十年时光已过。四章依次写故乡生活、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
突出人物的少年上进，入伍后军事素质过硬、

打仗勇敢灵活，不畏强敌、指挥若定、能打硬
仗、靠前指挥、忘我无我等可贵品质。何为英
雄？这就是。如作为通信员的青年王占山，不
仅在最困难时刻“误串角色”扛炸药包炸碉
堡、炸拒马、保卫首长，而且在旗手中弹后立
即补位，让战旗在天津金汤桥高高飘扬。二是
善用“引子”“后记”及“相册”，分别交代英雄
史观、英雄暮年生活境况等。后记里，叙述落
根岳飞故里安阳、烈士陵园祭拜、病床叙谈，
充满温情；而补写锦州战役中，19岁的王占
山在战斗最激烈、冲锋号吹响而司号员倒下
时，他拿起号就吹的故事，乃神来之笔。这不

禁让人感叹，王占山真是为战争而生的英雄。
三是“以战叙之，不及其余”的写法。四章下有
26小节，从标题看，除不得不交代的“冠名”

“童工”“婚事”“授勋”外，其余22节都写战
事。如此剪裁得当，突出了王占山“为战而生”
的传奇人生，感染力强。

不动声色，冷静铺排，善写战争，是这部
作品的另一特色。一方面，作者聚焦于王占山
所在的“作战单元”，具体到连、到他本人的岗
位，即便在南方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他已是副
师长，但也聚焦于先头部队，因为“他不愿意
待在师部”。另一方面，作品又不忘观照整个
战争全局，树立人民战争正义性的观点，风格
上冷峻客观。这就使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
阅读起来既不失焦，又能明白“彼时彼地”的
历史全貌，信服作品思想观念，润物无声。此
写法深得《左传》战争写法之遗风，使作品具
有高古壮丽的美学品格。

具体来讲，“虎口脱险”凸显母爱伟大和
少年机智，“抓‘舌头’”将少年英豪的英勇表
露无遗，这都让人有理由相信，王占山日后
成为英雄毫不意外。锦州和天津战役中，王
占山所在部队打攻坚战和追击战，而衡宝战
役他们又在泗水塘阻击战中建功，至此，七
连的“能攻善守”威名远扬。作品能抓住战争
特点娓娓道来，似不掺杂感情，但读者已悄然
泪目。再如，朝鲜金城战役中，王占山所在的
连固守巨里室北山408.1高地四天四夜，全
加强连300多人只剩下五个半，排以上指挥
员就剩下昏过去的王占山。但所守阵地岿然
不动，并让配备飞机大炮坦克的敌人死亡
400余人。王占山被抬下阵地后，在后方医院
分拣时险些误命，是战友加老乡找到他才让
他“死里逃生”。待到后来披甲再战，两人是同
一师的首长。如此英雄惺惺相惜，让人深感战

争残酷和命运诡谲，也有助于读者树立正确
友谊观。

以战争中最广大的烈士为英雄的英雄史
观，是该书对读者的最大启迪。解放天津，七
连打下金汤桥，被授予“金汤桥连”，“可是原
先100多人的七连，现在只剩下了24人”，包
括指导员马占海在内的其余人员均壮烈牺
牲。连长对王占山说：“弟兄们的血没有白流，
是他们用血肉之躯撞开了解放天津的胜利大
门，他们是真正的英雄。”王占山说：“真正立
大功的是那些为解放天津献出了生命的战友
们。”类似情景，在坚守朝鲜高地、指导员张冠
佐牺牲时，显得更加感人。

同时，该书文本自成一格。如景语情语的
完美结合，往往在战事频仍、硝烟弥漫、生离
死别之际，作者就会增加些“闲笔”，融景于
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美不胜收。

作品里有许多感人的细节。如8岁的“小
纸头”求上学时，反复试探父亲的态度，将一
个有想法的穷孩子活脱脱“托出纸面”；又如，
没见过真手枪的儿童团长王占山，第一次见
盒子炮时壮胆犯禁去摸枪，让人觉得“这个孩
子不一般”。王占山从朝鲜战场归来后，第一
件事就是去看望牺牲的同乡、指导员的妻女，
把身上的钱和腕上的表全部撂下……这些细
节无不生动鲜活。锦州战役告捷，王占山去搞
食物，却弄来了猪食，凸显了战争的残酷。巨
里室北山408.1高地上指导员牺牲时，作品
书写了王占山的五次誓言，让人不仅潸然泪
下，而且感受到后来的他视死如归、指挥若定
是多么自然而然。

此外，作品还很注意语体风格的变化。
如写到“婚事”时，如叙家常，用词也为之一
变，出现了口语，与全书庄重的语体风格相映
生辉。

有的人正当华年，却暮气沉沉、枯
树一般；有的人鬓添秋霜，却踌躇满
志、不断登攀。綦国瑞显然是后者，他
的散文创作又见硕果，让人艳羡，让人
敬佩。

写散文似乎不难，仿佛粗通笔墨
者皆可为之。但写好散文，却如在灯火
通明的城市寻觅闪闪发光的星辰，着
实不是一件易事。綦国瑞的散文好在
哪里？好散文的基本特征都是相似的，
就像树树繁花，皆因形貌可观、香色迷
人而引人驻足。好散文一定要新鲜可
闻，仿佛雨后竹叶，一身潮湿中带着雨
水和草叶相亲近的清爽味道。这当然很
难。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高龄星球
上，哪里有那么多新鲜、新颖、新锐、新
奇的事物？綦国瑞终于还是想出了办
法。笔如剑，剑走偏锋，即现新的锋芒。

比如他的《千年之碑》，其实是选
了一个古旧的话题——苏东坡，一位
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
人物。写苏东坡的文字
可谓汗牛充栋，但綦国
瑞竟能独辟蹊径，围绕
着惠州百姓送给苏东坡
的一个绰号“碎嘴婆”结
构全篇。从“碎嘴婆”一
路披荆斩棘，綦国瑞专
写苏东坡在惠州为百姓
磨破嘴、跑断腿的件件
实事，为一个陈旧的话
题开出新途、亮出新景。
确实，民间就是草木丰
美的原野，百姓就是人
心向背的秤砣，为官者
和为文者都需保持敬
重之心，都应站在百姓
的立场做官作文，其结
果才会超越时间的流逝，获得丰厚久远的价值。

《书生意气唱大风》也因角度新而耐人咀嚼。这篇散文写
的是王懿荣。缘着“甲骨文之父”的头衔，我们可能想到，这该
是一位在故纸堆里研磨岁月的老人，胡须飘飘，满腹经纶，令
人敬而远之。綦国瑞所着力叙写的却是大厦将倾时的热血书
生：“我发现，不管他有多少头衔，有多少业绩，王懿荣骨子里
是个读书人，是个书生。他爱读书，以读书为荣，以读书为乐。
他把书读到心里去了，因此他的血液里，流淌着中华优秀文
化的养分。他把书读到脑子里去了，因此他的骨骼里处处铺
展着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因。读书让他凝聚起浩荡的书生意
气，读书让他铸就以天下为己任的书生风骨。”正是偏偏捻出

“书生意气”，将其化作文章血脉，綦国瑞笔下才站立起一位
让众人陌生却又异常丰满的王懿荣。綦国瑞的写作思路是开
放式的，他从王懿荣的家世与成长环境中寻觅精神基因，从
王懿荣的兴趣爱好与学问探究中感受独特个性，呈现出的是
一位品性纯洁、矢志不移的书生形象。正是在此基础上，凸显
其在国家与民族的危难中敢于担当、勇于献身才显得顺理成
章。这一长文立足新视角，带着生气，将丰厚的内容融为一
体，让人读一遍就印象深刻。

綦国瑞曾说：“只有走到发现并创新的第三步路径，才有
可能写出与时俱进的好散文。”綦国瑞以创新为永恒的追求，
日日研磨，笔力日健，在《凤凰阁记》《谛听山与海的交响》《铺
拉谷的欢笑》《翠绿闪亮的地方》诸篇中均显示出别具一格的
视点，均有与众不同的发现，让读者从中真真切切感受到与
时俱进的社会步伐。

作家张炜在为綦国瑞所作序中写道：“他写得最细最深
的，还是烟台。这作为自己的家乡，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一直
是她的终生追随者、一个从不停歇的讴歌者。”綦国瑞仿佛
肩上一直挑着一副担子，要担起烟台文化的双筐，一筐装历
史，一筐装当下。说起来，人与城的精神呼应早已长成茂密
的文学之林，上面提及的苏轼与惠州即为一例。就烟台而
言，当然一直不乏她的深情歌者，冰心、杨朔、峻青、张炜、
孔林、张歧等知名作家均以诗文致敬致爱于她。别人继续耕
耘，还有充分的空间吗？每一位作家的情感、认知、经历、学
养等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审美结构，让他们即使面对同样的
素材，发现也各不相同，表达也各有千秋。何况，綦国瑞常常
捕捉的是别人未曾书写的题材。许多烟台的动人之处，都留
下綦国瑞跋涉探寻的脚印，留下他凝神沉思的目光，留下他
的仰慕、他的憾恨、他的歌叹……那一曲又一曲心灵深处的
长调，颂扬了烟台历史上耀眼的杰出人物，展示了烟台地区
文化的特质与时代的进步，表达了綦国瑞对本乡本土由衷的
热恋。

其中，《灵魂归处是故乡》堪称代表。这篇散文囊括了散
文家杨朔一生的重要贡献，内容丰厚，若无一个魂魄凝聚全
部文字，文章必将散在各处，流于一般性叙述。綦国瑞紧紧抓
住杨朔与故乡的精神联系：“正是这片空灵仙境孕育了他纯
洁的灵魂，正是这片土地酝酿了他终生的诗意，也正是这片
土地培育了他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情怀。”作者以此作为串
起珍珠的丝线，将杨朔各个历史时期无私的奉献、不竭的追
求都与他纯净的情感和高尚的志向相勾连，从而突出了杨朔
作为胶东之子灵魂回归故乡所带给人的精神撼动。綦国瑞就
是这样深情歌颂着脚下的热土，自己也成为这片热土引以为
傲的赤子。他的散文多次获奖，提高了烟台当代散文创作的
美誉度，是烟台文化廊道中值得骄傲的风景。

綦国瑞的散文创作心得竟也有与众不同的耕耘。当然，
不在理论的标新立异上，也不在辞章的精彩绝伦上，而在被
常人忽略的活生生的经验之谈上。仅举《艺眼文心》为例，这
篇文章的副标题“看梁衡采写《这里有座古树养老院》”准确
地概括出文章内容。整篇文章朴素无华，不玩空洞虚假的术
语，不作没有意义的引申，句句落在实处，能给散文创作者实
实在在的指导。散文创作的理论书籍难以计数，但以亲历者
身份详细记叙名家如何采写的，却是难得一见。这样可以简
单明了地直接呈现有效经验，让文学爱好者在初学阶段对照
和学习。

在《望见高峰》中，綦国瑞有这样一段自白：“无限风光在
险峰，攀上峰顶非易事，但知道了峰顶在哪里，只要有大胸
怀、大格局、大气魄，不歇脚、不停步，我有信心和能力，在爬
过若干高坡以后，一定会胜利地抵达峰顶。”我们有理由相
信，“抵达峰顶”的目标如光如电，会激励綦国瑞不断前行，写
出有“大胸怀、大格局、大气魄”的好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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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建伟的散文集《水墨色的麦浪》，收录了作者近年发表
于各大报纸与名刊上的散文新篇力作。于我来说，蒋建伟
是位年青的老作家。所谓“年青”，是指他在名家方阵的年
龄段位置；而“老”则自然是指他出道早以及在当今散文界
的资深程度。蒋建伟出生在河南周口的项城，一马平川的大
平原造就了他豪爽豁达的性情，这性情当然也融入了他的字
行，让他的散文有了率真干脆的味道，读起来酣畅淋漓、痛快
舒畅。

如他在《抬脚踢玉》中对友人的描写，“吴朋友也是个细心
人，先是像一个地质勘探员似的，原地观察一圈，捡一片红土
疙疙瘩瘩的凸处，‘啪’，飞起一脚，鞋面和裤角立马溅满了泥
浆，哪还理睬！于是乎，泥浆和大大小小的石块摊开了，一股
股土腥气扑鼻而来，湿漉漉的，娇滴滴的，不知是哪里的女子
在轻轻叫着谁呢？”读到此，会心一笑的熟悉画面不觉充满脑
腔，让我有了老酒开坛的感觉。十几年地质队工作的经历，当
了十余年的观赏石协会副会长、会长，似曾经历的桥段，扑面
而来的大地馨香，如诗、如画，如酒、如茶，一瞬间即可灌醉心
神，让久封的感情水闸瞬间开泄，汹涌的波涛也会让坚硬的心
径开出微醺的花来。

散文之美，在于一个“散”字，在于万千看似各自独立的闲
散之花，被一条青藤或一株婆娑枝干连串于一域青绿之上，浓
郁的情绪也就会在那生命的绿植上叶茂枝繁，烂漫开来。正
如一条清溪、一江春水，正是由各自独立的无数水滴无私汇

聚，才会成为飞瀑激昂的交响和奔腾的波涛，才会让险山幽地奏出清雅的天籁，唱出
摄人心魄的大地之歌，才会让绝美的琴声随风飘荡。

蒋建伟的散文，正是深得个中滋味。他深知故乡泥土那醉人香气的洗心奥妙，
深知故乡那大平原的泥土种植出的亲情的分量，更懂泥土中的乡情、乡愁与乡恋之
三味。《被掰碎的土地》应该是他对土地、对故乡、对父母浓浓亲情的一次心绪的释
放。在这篇散文里，建伟围绕他家的土地，讲述了他家几代人对土地的热爱和眷恋，
从“爷爷”违背“爷爷的爹”的意志，没有将其父亲葬进肥沃的“东地”，更没有将自己
和“奶奶”埋到“这块地里”，“把好地留给子孙们”作为家训传家的理念，到父亲与家
的地“融为”一体，“老远就能闻到他身上的那股子土腥味儿”的“土地是爹的命根
子”，作了文化源流意义上的诠释。因为“有爹在，才能保住全家人的命”，因为有土地
守，人就不会饿肚子，就饿不死。也正是通过这些对话、问答，将父母的勤劳，将“爹”
这位中国千千万万农民中的一员的淳朴、善良和对土地的执着，将作者对父母的爱、
对土地的爱、对故乡的爱，于无声处展现出来。“爹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和我一起
蹲在大片大片的黑土坷垃里，随便捡起一块，端详了很久很久，然后一点点开始掰
它，好像在掰一个白面馍馍一样，左一块，右一块，上一撮，下一撮，越来越细小，一朵
朵，一片片，宛如下雪。这时，爹不说话，两眼紧盯着手里的黑东西，时间仿佛不存在
了，全世界只剩下了爹一个人，‘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如此熟悉的画面，
如此可以永远镌刻在心壁的片段。土地，是“爹”的“白面馍馍”，是“爹”的生命，是农
民的生命，更是人类的生命！

地处中原的河南自古就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之美称，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
地,连续不断的战乱与黄河经常性的大泛滥,形成了河南人独特的个性憨实、为人忠
厚、踏实仁义的性格。河南人吃苦耐劳、性格坚强，不会主动惹事，喜欢打抱不平、主
持公道和正义。他们诚实低调、含蓄内敛，他们热情好客、真挚豪放。作为中原汉子
的蒋建伟当然具有这样的性情。还是看看他的《怒从黄河来》吧。“清瘦、苍凉，即使
是一棵，也在努力高举着一团白亮亮的雪花，一路裹挟着黄河的怒气——它们如同
燃烧的白火焰，撕咬着，拼生赴死，奔向大海……我看到了一条喝醉了酒的黄河、咽
下血牙的黄河、发了怒的黄河、冲向大海的黄河……正是因了黄河的这种野性，这种
大气磅礴的怒气，繁衍出了一片片野性的芦苇荡，凝结成一个民族的血性……”这种
芦苇荡的精神，这种黄河的血性，这种大气磅礴的野性怒气，这种“拼生赴死，奔向大
海”的执着个性，不正是我们民族的魂魄所在吗？

地处大平原的豫东，沃野千里，麦浪如浩瀚的海洋。地处豫东，地处老子的故
里，文脉道源的兴盛之地，那些穿越历史长廊、逐鹿中原的霸主，那些粉墙题诗疾书
的大儒名臣，“水墨”二字，写尽千古。滚滚麦浪，芸芸众生，更有那史海字迹垒砌的高
墙。生活的平实味道，乡愁乡恋里的醇香，让这大平原种植的亲情麦浪更能醉人，也
让这麦浪上的水墨，在天地的宣纸之上留下乡愁写下的诗韵，随着春的墨绿、夏的金
黄畅想和荡漾。这也许就是蒋建伟将这本新书取名《水墨色的麦浪》之故吧。

巴赫金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
究中提炼出一个陀氏小说艺术的核心观
念——复调性，竟然跨越国界，成为20世纪风
靡世界的文学观念之一。复调性的主要内容之
一是作为独立主体的小说人物之间以及人物
与作者之间的对话性特征。本来属于同一理论
不同层级的概念，却被不少文论家和研究者分
别称为复调理论和对话理论，在文学理论与文
本研究中流行开来。对话理论在有些论者看来
覆盖范围甚至超过复调性，超越文学理论范
畴，成为对人类生存基本条件的描述，也成为
人文精神的宣示。在巴赫金那里，至少在《陀思
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复调性及其特点之
一的对话性，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独特艺
术特征的总结与概括，即是陀氏不同于欧洲此
前小说家和其他所有小说家的独到之处，却很
方便而且合乎逻辑地被研究者加以推演，用来
描述、总括具有深刻性、复杂性和包容性的小
说文本与作家，以中国来说，《红楼梦》和鲁迅
小说就是突出的例证。为何如此？根源在于语
言和艺术本身就具有复调和对话的本性，不可
能成为独白，呈现为完全单调的声音，陀思妥
耶夫斯基小说的这一特征只是表现得更自觉、
更醒目而已。文学以及一切文本的创作都是诸
种生存方式——既是作者笔下人物的，更是作
者本人的——的呈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
然有着不同的生存思考和决断，包括价值立
场、情感体验、情境应对等等，充分展示不同存
在者的价值取向和生存抉择是成功的文学文
本的共通特性之一。当然，那些极端执着或思维
简单的作者，可能表现出较为单一而强烈的价
值取向，创作文本的复调性与对话性并不明显，
却也可能成为读者文学生存的激烈对话者。容
易被视为相对主义的作家和文本，自然显示出
明显的复调性与对话性特征，却未必是真正的
相对主义者，如庄子，试略述之。

庄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辈，更不用说此后
的古代读者，多认为庄子“不谴是非”（《庄子·
天下》），也就是认为庄子肯定不同的价值立场
和生存选择各有自己的理由，并无是非之别。
现代以来，多数论者更以西方哲学的相对主义
概念来描述庄子哲学的这一倾向。其实，这是
忽略了庄子哲学复杂性的一种严重误读。固
然，庄子确实曾为不同的生存方式，为个体的
自由选择辩护，但并非完全“不谴是非”，他在
某些时候表现出强烈的是非观。从庄子之行迹
或作为寓言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来说，他贬责骄
谄之曹商，讥讽当权之惠施，面斥尊贵之魏王
等，无不是非分明，且无所避讳。从《庄子》之文
本看，不少被视为“不谴是非”的段落文句，论
者的解读远离甚至悖离庄子本旨。庄子确实希
望超越世俗的是非，但他总是站在他所理解的

“道”的立场上评判世人的价值和行为选择，当
然是一种超功利性的高标的是非评判。对于庄

子为什么不是相对主义者，我近年来已有所论
述，如《庄子》重要篇目《齐物论》标题为汉人所
命，颇不适当，成为误导《庄子》读者的重要因
素。这里只稍论及《齐物论》中几处被普遍误读
也经常被作为相对主义例证的文句。如啮缺问
王倪寓言，已体道的王倪答啮缺的一段，其中
谈论各种主体都有自己的感觉、认识与判断，
无法确定谁的是“正味”“正色”，但庄子表达的
恰恰是各种主体的感觉、认识与判断都不是

“正味”“正色”，即使人的感觉、判断也不“正”，
这就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否定各种非超越立场
的感觉与价值判断，包括人的判断，这与作为
希腊相对主义代表的普罗泰戈拉的主要命题

“人是万物的尺度（权衡者）”是截然相异的。所
谓“是非之涂，樊然淆乱”，指各种是非判断都
不恰当而不是都合理；“吾恶能知其辩”之

“辩”，不是指辨别的“辨”，而是指不能了解各
种辩论判断，也就是不能认可各种主体站在自
身立场的是非，这正是庄子之“谴是非”。另一
句“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也被误当作庄子的论断，作为“不谴是非”
的根据。其实，这是庄子对世人状态的描述，而
非对这种状态的肯定，所以他的结论是“莫若以
明”。此句上文有“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难道他对于儒、墨的各自是非都
无所否定反而皆作肯定吗？显然不是。正因如
此，庄子在《逍遥游》开篇鲲鹏寓言中，明确地否
定蜩与学鸠不能理解鲲鹏的高远境界与追求，
认为“之二虫，又何知”，这是有着明确的是非判
断，且不认为蜩与学鸠有真正与鲲鹏对话的能
力，但即使如此，在后人的解读中，蜩与学鸠和
鲲鹏构成真正的生存方式的对话，如在庄子解
释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郭象《庄子注》就认为“夫
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
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
哉”。在蜩、鸠笑大鹏句之后，又再次强调：“苟
足于其性，则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
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
在庄子断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之
句下，竟作出与文本意思全然相反的论述。故即
使经典文本有明确的价值指向，也足以引起后
代读者的对话性阐释，且又被后世广泛认同。

巴赫金对话理论多用于小说研究，吴正锋
则用于诗歌阐释，乃其创新之所在。他选择的
诗人，多为生存体验与思考甚具深度、艺术才
华与个性甚为突出的诗人，他们的诗作，也确
实都具有明显的或潜在的对话性特征，他在具
体的诗作对话性分析与概括中充分显示了其
诗歌细读与辨析能力。正锋20多年前曾稍从
学，他的艰难求学经历让人感动，现在著作即
将出版，求短序于我，我勉力从根源上略谈对
话性的生存依据，以呼应其论著主题，希望有
兴趣的读者能够与他所选择的诗人诗作以及
他的研究发生更进一步的对话。

对话性特征的源流与依据
——《中国现代诗的对话性研究》序

□王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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