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踯躅独行，犹如穿行时光隧
道，记忆剪碎的旧事，在一种古
旧气息包绕的氛围里，让情绪陷
入到一种找不到来路的感觉。

巷道似乎传递着各种声音
在耳边隐隐低唱，像轻声叹息，
又像隐隐哭泣，像轻声责骂，又
像静谧里安抚……听，是谁在为
你唱歌，歌声于悠远里传来，显
得巷道格外沉寂幽深，但这儿的
热闹也曾经是有过的。

当家家户户的炊烟渐次淡
然时，吃饭的时日便降临了，大
人们捧一个大海碗歪歪斜斜各
自坐在门墙的石墩上，废弃的砖
头上，拿一个马扎出来吃饭算是
有讲究了，有的则托着碗晃晃悠
悠边吃边走动，东瞅瞅西望望，
看到谁家有好的咸菜什么的，就
伸过筷子去掘一口，顺便唠唠
嗑，没有谁家正儿八经地一起围
着桌子吃饭。

贵大爷吃饭总是捧着大海
碗蹲在门口吸溜吸溜地喝着野
菜粥，手里夹一个菜团子什么
的，咬一口大葱或者生姜，他的
脸乌黑生冷，看谁都是一副愤愤
的眼神，总是吃得满头大汗。

贵大爷天生一副好身板，家
里的大娘又勤快利落，工分总是
挣得要比别人多，几个孩子也就
格外幸福。突然有一天倒霉的
日子降临了，大队长领了管区书
记风风火火赶到他家，贵大爷惊
慌失措险些把黑碗打了，一双眼
睛透出惊恐，大队长问他：“你为
什么干那种事？”然后大队长扭头
笑嘻嘻看看书记，又一连声说：“我
想他不是故意的，他犯傻了吧？”然
后又扭过头黑了脸训斥贵大爷，贵
大爷双手一摊无语，不知道究竟犯
了什么错，队长黑着脸拉着贵大爷
进屋指着墙上，原来领袖的挂像旁
边有他爷爷的画像，队长训斥：“你
咋不明白？”书记进来让记者拍
照，后来贵大爷蹲了三个月监
狱，本来是一年，后来有人问起：

“你咋三个月就出来了？”贵大爷
笑眯眯地回答：“我能干，哪里都
需要壮劳力。”

贵大爷出来后每天工日八分，
于是他看什么也就不顺眼了。

如今老人抽烟喝酒依然身
子硬朗，说起那时候的苦，他说：

“哎，家家都差不多。”
他的儿子在外混得很好，几

次三番劝他去长久居住，老人
说：“哎，待不惯啊，闷死了，除了
马路就是汽车，高楼大厦连太阳
也照不进来，有什么好？”他一脸
鄙夷和不屑。

宁静的巷道似乎显得格外
沉寂，我又记起往日。

孩子们举着窝窝头穿梭嬉
闹，有的孩子勉强端着碗趔趔趄
趄出来，大人紧跟着叮嘱，不小
心把碗打碎了，一阵噼里啪啦的
掌声会伴着孩子的哭声弥漫开
去，这顿打对于左邻右舍极其平
常而又理所当然，打完了又小心
翼翼拾起破碎的碗片。

锔锅锔碗锯瓢盆的声音在
巷道的弯曲里传来了。

我心底的影像是前胸后背
均背的是锅碗瓢盆，手里拿了个
滚钻，绕过来钻过去，然后有招
呼的就停下来，拿一个马扎蹲下
来，把破碎的碗片于阳光里眯了
眼照一照，然后就低下头来，把
含在嘴里的扒锯子连着唾沫拿
出来，吱吱的声音响起来，粗瓷
碗的一侧便贴上了闪着铜光的
一缕疤痕。于是，讨价还价的声
音叽叽喳喳，有的大娘怒目远
视，说着“几个锯子要俺一毛
钱？”锔匠人赔了笑脸道：“俺给
你数数，这可是铜的很贵的。”

于是大娘不得不细细碎碎
掏出一毛钱很不情愿地递过去，
扭头便走。

鸡在人们跟前小心着觅食，
孩子们横穿过来，鸡很机灵地挥
动翅膀闪向旁侧继续觅食，燕子
不时轻灵地划过来又绕过去。

小珍经常颤颤巍巍摇摇晃
晃端着大海碗出来，不小心就经
常把碗打碎，其实碗里没有什么
东西，她只是用舌头不断地舔着
碗沿好像总有什么吃的在里面。

小珍是三大爷的第四个女
儿，为了生一个男孩子，三大爷
不惜被罚了个倾家荡产，仍旧
生，原本希望小珍是个男孩儿，
可偏偏又是个女孩儿，大娘躲了
几个月最终被找到了，强行拖上地
排车拉到医院结扎了，因此小珍格
外不被待见，父母的怨气似乎因为
她的降生而面临断子绝孙的境地，
因此，小珍就常常端着粗瓷碗讨来
讨去，满胡同里晃悠，孩子可怜，
不时有人在她碗里放块儿干粮，
舀勺稀粥。就这样，她慢慢长
大，竟然变成了窈窕淑女，我想
在苦难中成长的孩子即便喝凉
水也会成长得很水灵。

可是就在那一年的夏季，小
珍似乎活够了，好好地在棉田里
喷着农药就把农药喝了，死的时
候刘海儿依然贴着脑门，又似乎
是甜甜地睡去。

时时想起一首曲子，于心里

划过来又划过去，缠回来又绕回
去，如静水突然飘来一片尚刮着
泥土的残片，层层涟漪在静谧处
悄然荡漾开去，扣紧脑壳搜寻几
十年的点滴，却辨不清究竟是什
么曲子能够衬托巷道的幽深
……

我想货郎摇着拨浪鼓的声
音似乎更应该贴近这里的幽深。

不经意间，换货郎的挑着担
子闪在了巷道尽头，闪出一副靓
丽的风景，扁担吱吱呀呀，货郎
换了左肩斜过来又换右肩，一副
挑子犹如杂耍换过来又换过去，
拨浪鼓晃过来又摇过去，叮叮当
当地叫卖：“拿帛衬套子换针换
线来。”悠长的声音在巷道里格
外响亮,于是奶奶拿了墙窟窿的
小卷头发，几只破了的塑胶鞋
底，一撮僵硬的细细碎碎的棉絮
拿出来，在货郎担子里挑来拣
去。我们孩子听见货郎的声音
魂不守舍，叽叽喳喳围过去，两
只竹编的货筐或者两只箱子盖
着透明的玻璃，满满是生活所
需，糖果、皮筋、红头绳是女孩子
们最喜欢的，男孩儿则更喜欢小
刀、火柴，可以吹出声响的泥娃
娃，顶针、各色针线是老人的最
爱，记得奶奶经常拿了家里的布
条和货郎的线圈比来对去，挑挑
拣拣，最终换得似乎满意的针线
笑眯眯拿回家缝缝补补。我们
孩子没有零花钱没事，从家里拖
出一只解放鞋底就可换一粒硬
糖，一只破胶靴能换三粒大白兔
奶糖，如果是年后，家里会有鸡
毛、鸭毛，能换更多的糖果。于
是总是痴痴地希望哥哥姐姐们
的鞋子早点烂掉，这样就能多换
些小刀、糖果。

小三很是调皮，货郎来了，
屁颠屁颠地跑回家，不管什么便
从炕上抱一撮衣服出来，货郎跟
前一扔，货郎似乎知道什么，翻
翻衣服低头不语，小三急了：“给
我几个小刀。”货郎不理，埋头招
呼别人的同时告诉小三：“把你
娘叫来我会给你的。”娘来了，小
三总免不了一顿打。

货郎永远是一道靓丽的风
景，从巷道尽头走来，直到两个箩
筐装满废旧的棉絮、鸡毛鸭毛、废
旧鞋底以及废铜破铁，才笑呵呵地
悄然消失在巷道的另一头。

若干年后的一天，我来到小
三家，他笑着拉着我进屋，一排
二层小楼显得格外气派。“酒备
好了，就等要菜了。”说起小时候
挨的打，他笑着道：“看看你又来

了，娘打我是为了让我长记性，
知道不？”我知道他如今殷实富
足，可以称之为土豪吧。

喝了酒他满脸通红嘴里喷
着酒气道：“放心，我不会赚没良
心的钱，那样连睡觉也不踏实。”

村干部说起他的豪爽，无不
称道，村里修路他一下子捐了二
十万，谁家有困难就去帮一把，
他说：“钱这个东西算是王八蛋，
花了再赚，我不贪图什么，只要
孩子们不再受过去的苦我就很
踏实。”

吃饭时节，各家的狗在主人
跟前很温顺地摇着尾巴，可怜地
看着主人，饭粒掉下来赶紧低头
舔了，昂起头摇摇尾巴一副感激
的样子，不时就有谁家的黑猪摆
动着细小尾巴哼哼唧唧走过来，
墙根边停下来嗅嗅，嘴巴拱起松
软的土。一块碎砖打过来，黑猪
摇摇晃晃不情愿地走开了。

五大姑养的两只黑狗似乎
格外凶狠，总是一副虎视眈眈的
样子。暮色降临，有时五大娘的
骂声在屋顶上蔓延开来，似乎是
在唱一支悠扬的歌，骂完了一个
人就坐在屋顶上嚎啕大哭一场，
直至黑夜罩下来。

大家知道，准是五大姑的老
母鸡走失了。

奶奶说，你五大姑心善，看
着风风火火，其实不管谁家有事
总是紧赶着操心，她年轻时尚未
嫁娶，来了日本鬼子，没有跑开
好生生被糟蹋了，从此誓死不
嫁，只是喜欢养狗。

记得有一年闹疯狗，全公社
动员集体杀狗，打狗队到了五大
姑家，她疯了一样拿着菜刀护着
两只狗，那一年整个村里就剩了
她家的两只狗。

我想，骂就骂吧，哭就哭吧，
一生的青春于屈辱、孤独里埋
没，心胸里积攒的怒气怨气，骂
出来哭出来兴许会好一点，会痛
快一些。

斑驳的墙体浸透着岁月相
互交错，巷道不得不左拐右拐蜿
蜒着向前伸延，先人们为了一寸滴
水檐往往争来夺去，致几辈人怒目
相向，又由于新旧老宅的更迭一辈
辈翻新，高低不一，层落无序，即使
有阳光的日子，巷道也透着深沉，
于是巷道里狭窄的天也就显得格
外蓝，带着哨音划过的鸽子也就
显得格外白，在屋檐下筑巢的麻
雀也就显得格外乖巧。

似乎应该有一首曲子，舒
缓、忧郁而又悠长，衬托起这幽
深的即将消失的巷道。

◎冯吉岭

巷道里的热巷道里的热闹闹

可能是进入了一个健康的
低谷，总感觉身体不适，气血不
畅，腿脚怕冷。用了好多办法：吃
中药、做按摩，泡脚、艾灸……然而
收效甚微。爱人说：“你去捂捂热
沙土吧，或许管用。”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怎么没
想到呢？从小在沙土里长大，离家
后，几十年住楼房，走柏油路，或许
是太久不接地气了吧。

在我的家乡，小孩出生后不
久就被装入沙土裤中。现在的年
轻人大多没听说过沙土裤吧，那可
是多年前黄河地区的“特产”，样式
和小孩穿的兜兜裤差不多，只是裆
特别大，就像现在时髦的大裆裤。
我怀疑大裆裤的设计灵感来自于
沙土裤，没想到特“土”的沙土裤还
能和时尚联系在一起。小孩躺在
沙土裤中，和在母亲的肚腹中一样
温暖舒服。河边特别细柔的黄河
沙土经过太阳暴晒，用细细的筛
子筛过，用的时候在铁锅里炒得
咕嘟咕嘟冒泡的样子，然后再等温
度合适装入裤中，腿上系好带子，
以免沙土流出。小孩穿着沙土裤
的样子就像一只翻过身来的大青
蛙，但能自如地伸胳膊踢腿，更可
安稳入睡，拉尿全由沙土接着。早
晨起来，只需倒掉脏湿的沙土，清
水一洗便是。再换上一条，继续着
青蛙的样子。

一般学会走路之前白天黑
夜都穿，学会走路之后到大小便
自理阶段只需晚上穿。沙土裤
就是一位贴身的保姆，艾青写诗
赞美他的保姆大堰河，我也要为沙
土裤这位特殊的保姆唱赞歌。沙
土裤看起来“土”，但省去了拆洗褥
子的麻烦，而且不淹屁股。除有点
土外，还比较卫生，阳光暴晒和加
热都能杀菌。那时没有尿不湿，
沙土裤却有着同样的功效。我
真佩服家乡人因陋就简的发明
创造。

“扒沙土”是小时候最钟情

的游戏。几个小人儿坐在被太
阳照射过的温暖的沙土上，细碎
的柳影铺着，斑斑驳驳，映出了
一幅再自然不过的美丽图画。
习习凉风吹过，柳枝摇曳，树影
婆娑，画面摇动起来，小人儿可
没有动，他们在专注地拍打燕子
窝呢。一只小手插到沙土里，拱
起来，尽量留下更大的缝隙，另
一只小手在上面拍，拍结实了把
手抽出来，燕子窝就成了。那时
没上学，也没有接受过家庭启蒙
教育，不会唱“小燕子，穿花衣”，
只希望燕子能在自己为它建造
的巢穴中安家，朦胧地希望自己
能像燕子一样飞出沙土地，飞到
更远的地方。

我飞出了沙土地，可又心心
念念地想回沙土地。我真想赤
脚走一走，最好是躺下来和那热
烫的、细柔的、爽滑的黄河沙土
再来一回肌肤之亲，让它温暖全
身，治愈伤痛，安抚灵魂。

那时候，刨地瓜累了，沙土
里一躺，暖洋洋的太阳照着，比
躺在床上还舒服。套花生的时
候干脆坐在沙土里，随便找一块
地，用特制的三齿耙或五齿耙一
下一下翻，每当翻出一颗花生，
仿佛沙里淘到金子般喜悦。临
走时拍打拍打屁股，沙土被瞬间
抖落，衣服干干净净，除了战利
品，什么也带不走。砍草挖菜伤
了手脚，就地取材，捏一捏沙土
按到伤口上，嘴里念着：“土药土
药，按上就好。”说来也怪，土药按
上后血很快止住，从未听说谁发生
过感染。或许那时的人皮实，也或
许是那时环境好，没有现在这么多
的细菌。

时光在沙土里逝去，沙土在
岁月中掩埋。

土地承包后，沙土里加入了
各种化肥农药，庄稼长势好了，
但沙土已不再纯正。哪里还有
承载我情感的沙土地呢？

有，记忆深处总有那么一块
地方为沙土保留着。浮现在眼
前的是在二老奶奶家门前扣泥
碗碗、拓印模的情景。泥碗碗是
用一般的沙土和成泥制作的，用
沙土泥制作泥碗碗能扣得啪啪
响；拓印模用的泥是长期经过流
水冲刷沉淀到底部的淤泥，淤泥
粘性好，在宽大明亮的青石台阶
上反复摔打后特别粘合细腻，在
门当上选择一个漂亮的花纹拓
下来，一个精美的印模就成了，
一点不比货郎担上换回来的
差。我们玩泥巴时，门前几搂粗
的大槐树笑眯眯地看着，不时发
出一阵沙沙的树叶声，似在絮语，
似在嘱托。一串串的槐豆不停点
头，似在鼓励，似在表扬。

如今小孩子有了各式各样的
好玩具，玩泥巴早已成为历史。当
年那个玩泥巴的孩子，虽已年过半
百却还在想着那些印模都送给谁
了，青石板和门当去了哪里，老槐
树派了什么用场。但无论怎样想，
它们都和那座青砖黑瓦的老宅一
起消失了。那老宅是我老爷爷那
一辈里留下来的，那是象征着家族
荣耀的四大院中的一座院落，也是
我见过的惟一一座院落。

老宅以及老宅前的一切留
在了记忆深处，那颤动的河床同
样保留在了记忆的长河里。看
起来干涸的河床，站上去踩几下，
就有汪汪的水渗出，一会儿，就像
踩着弹簧垫一样颤动起来，越踩颤
动面积越大，以脚下为中心向外延
伸扩展。好像一直踩下去，整个河
床都要颤动起来，颤动得要飞起
来，飞向天空。河床能“飞”，主要
因为河底全是沙土，沙土具有海绵
的特性，易渗水也易挤出水，而且
松软。那时如果知道有“宇宙飞
船”的话，我肯定给它取名为“宇
宙飞河”。想想名字，都觉得好
刺激，好浪漫。

刺激浪漫的事情不止这些，

还有过年时用沙土炒花生，炒豆
子，炒地瓜干。开始时沙土很温
存地迎接自己的“孩子”，花生、
豆子、地瓜干见了母亲高兴地翻
跟头打滚儿。过一会儿，花生、
豆子、地瓜干连蹦带跳地焦躁起
来。沙土咕嘟嘟咕嘟嘟，像在教
导它的孩子们：想成熟得更好必
须经历严酷的考验，浴火才能重
生；花生、豆子、地瓜干劈劈啪啪响
着，像在回应着母亲的话。滚烫之
后，花生、豆子、地瓜干成熟了。成
熟的它们，果然品相不凡，不黑不
糊不苦，整个一个黄香脆甜。它们
在沙土里生长又在沙土里升华，沙
土陪伴了它们，又提升了它们。

纯净的黄河沙土还有吗？
有。随着人们食品安全意识的增
强，绿色农业迎来了它的发展期，
作为原生态的黄河沙土成了优
质农产品安家落户的地方。甘
甜爽口的沙瓤西瓜，清润香脆的
甜瓜，饱满好吃的花生，都是沙
土地上的特产，连地瓜都长得光
滑顺溜。近些年，黄金梨、无花
果、冰葡萄等一大批现代农产品
又加入进来，成为城里人争相采
摘购买的热销产品。现在越来越
多的人看到了沙土地的潜力和价
值，黄河沙土正在焕发它的生机
与活力。不仅如此，黄河沙土还
得到了原汁原味的保护。被保
护的古村落，连同它房前屋后的
沙土也被保留了下来，使的像我
这样有沙土情结的人的记忆有了
落脚的地方。

众里寻它千百度，它却在那
黄河古村落处。这里的沙土那个
细啊，简直可以和精磨的面粉相
比。没有被踏足过，流水的波纹清
晰可见。我不知道那是凝固的记
忆，还是新造的历史。不管怎样，
我都感到分外亲切。再一次触摸
它光滑细润的肌肤，再一次感受它
暖人心窝的温度，我感觉自己又回
到了从前。

◎宋翠荣

黄河沙土黄河沙土

张富英当年在山东《作家报》工作时我们就是很好的朋
友，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文学领域耕耘，做着有意义的工作。
这本评论集实为一本序文的合集，集合了张富英多年来为众
多文友和文学爱好者们所作的序文。读这本评论集，很容易
被富英多年来持之以恒的文学阅读所震撼，序文虽不长，但每
一篇序文背后都是一部厚厚的作品，每一篇序文背后都是漫
长的阅读和心灵的跋涉。

仔细阅读这些长短不一的序文，可以发现，在张富英这里，
写作序文不仅仅是一个“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过程，同时也是他表
达文学思想，参与文学建构的一种独特方式。他通过写作序文鼓
励作者，交流文学体验，也通过序文表达他的文学观念和立场。

张富英为之作序的这些作者，大多为生活在基层的文学
爱好者，有教师，有工人，有农民，也有基层官员，这些作者的
文学成就也许谈不上多么突出，但他们有着对文学写作的满
腔热忱。张富英大量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为之作序，多年来一
以贯之，我们从中切实感受到他在面对文学时的那份耐心，面
对业余作者时的那份尊重。这些作者有的与他有过深入交
流，有的与他素未谋面，但他均欣然提笔，写下他阅读后的所
思所感，给作者以参照。多年来，张富英将大量的阅读精力倾
注在业余爱好者的作品中，写下了许多有关这些作者和作品
的批评文字，可以说，他的目光深入到整个文学机制的底层，
用自己的耐心和敏锐，鼓励、发现散落在四处的文学创作者。
这样的工作无疑是辛苦而寂寞的，但恰恰因此，显现出他独特
的文学立场和自身价值。

在这些序文中，张富英表达最多的是对于众多文学爱好
者的真诚鼓励和殷殷期待。如在评论冯赤的散文集《冯赤文选》
时，他说道：“冯赤是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学养的，是位难
得的能沉下去，并以真心、真情写作的作家。只有这样的作家才
会永葆创造力，只有这样的作家的作品才有生命力。”寥寥数
语，却给一位写作者送上了最大的肯定和鼓励。

在指出作品价值的同时，张富英往往也会给出中肯的意
见和建议。如他在给李洁的小说集《赡养纠纷案》的序文中先
是说出自己对于作品的肯定，“作家立足自己熟悉的火热生
活，关注民生疾苦，爱憎分明，自然会创作出如此多的上乘之
作，因而我对作家李洁的创作充满信心。”同时，笔锋一转，
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基于此，我再挑剔几点，望李洁先生
在今后创作中改进。如人物履历在多次对话中提及，有重
复感；情节推进上有时过于琐细；语言太生活化（口语化），
影响了作品的文气。此外，罹难、工亡、生命意外……给人
物蒙了层虚妄的宿命。”这些意见建议显然是建立在对于该
作者作品细致阅读基础上的，从语言到人物再到情节，张富
英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全面而细致。这是张富英面对
写作者时一贯的态度，有鼓励，有批评，有表扬，也有建议，无
论表扬还是批评，他都从文本出发，力求客观而准确。

另外，通过序文这种特殊方式，张富英也表达了个人对于
文学的深刻理解以及自己的文学观。他对于众多作品阅读和
评论的过程，也是自己的文学观不断明晰和确立的过程。在
面对具体的文本时，我们常常能看到他结合具体作品所表达
的具有鲜明个人特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考，这些零散的碎
片化的思考和表达，闪耀着独属于他的智慧火花。如在本书
的开篇《文学寄语》中，他就谈及了传统文化以及个体生命的
现代化问题，他说“我们的传统文化，这里主要说的是儒家文
化，传统文化怎样走向现代化，人的生命自身渐渐地成为我们
对生存思考的根本目的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可能伴随着
我们的民族在建设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庆
幸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的
传统文化是乐感文化，儒家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调整着人与人，人与天各种复杂的关系，实现了一种整
体和谐。”在这里，张富英谈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区别，指出儒家
传统文化的核心特征在于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在给宋元昊《惊梦红土》的序文中，他谈及了文学如何再
现“革命历史”的艺术问题，他说：“文学的解读不仅是再现历
史的真实，而是不断地追求一个新时代的审美理想。”在他看
来，历史叙事不应是单纯再现历史和叙述故事，而应该赋予作
品新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质地，应该努力去建构新的美学范
式。这些评述展现了他对于历史叙事的深入思考。类似的表
达，在这些序文中俯拾即是。

阅读这些序文，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张富英对于文学的虔诚
与热爱。他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了大量作品，写下数量庞大的序
文，鼓舞文友，其根本动力还在于他自身对于文学的虔诚和热
爱。他将文学视为一种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文学中寻找精
神的永恒和自我的价值。他说：“假若文学已成为一种生存方
式，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生活中就有许多人把文学当成了他
的生存方式，假若这些人离开了文学，他可能感到自己的精神自
由被剥夺了，那么他的生活从此就丧失了意义，人生就没有什么
价值可言了。”“这些人把文学当成了他的生存方式，文学也借助
这些人寄宿在活着的生命体身上。”虽然用的是“假若”的句式，但
他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忠实的实践者，他把文学视为生命的一部
分，而不是“僧人化缘时手里捧着的钵”。他将文学与自身生命融
为一体，在相互交融中衍生出一个具有更高生命品格和价值意义
的生命体来。

在当下，中国文学正在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新时
代文学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文学，是需要更多文学人参与建构
的文学。我们不仅需要名家大腕、精品力作，也需要更多的文
学爱好者参与进来，共同建立一个立体的丰富的满足人民生
活需要的文学。这就需要更多的像张富英一样的“文学使
者”，深入到最广大的、基层的文学写作者中间，团结一切文学
力量，共同汇聚起深广而磅礴的文学动力，共同推动当代文学
的繁荣发展。在此我们也衷心祝愿张富英的文学事业更加蓬
勃，期待他为新时代文学发掘更多的文学人才。

（吴义勤 ：著名文学评论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
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此文是为《张富英文学评论
集》所作的序。）

◎吴义勤

虔诚的虔诚的““文学使文学使者者””

◎燕湖居士

盈园四盈园四咏咏
盈园

夏雨殷勤赖向荣，玫瑰展卷簇根生。
金蜂凤唱胡蜂乱，海岱芳洲入华盈。

记盛
瀛洲海客觅仙方，共韵诗家聚一堂。
贯看春秋知荏苒，玫瑰馥郁入山房。

传香
余花散漫盛春迟，惟有玫瑰眷老枝。
只道天台悬世外，高唐赋壁续新词。

守春
绿肥红瘦暮春归，杨柳银花作雪飞。
无赖东君终不忍，玫瑰万亩守芳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