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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浙杭　　在悠远而辽阔的时空中，藏之书，通之港，表明了宁波这座东方大港城市的胸怀和内
涵。
其中，也包括一本立足宁波、面向全国的公开发行的纯文学杂志——《文学港》。
它是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精神产品流动的一个港口。
　　《文学港》1979年创刊，迄今已三十三年。
它的成长恰好与改革开放同步，与时代精神同步。
这三十三年，数以千百计作家的文学之船、近6000万字的文学作品驶入文学之港，而又面朝大海，放
飞梦想。
其中，许多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诗刊》、《
诗选刊》、《散文选刊》、《散文选刊·海外版》、《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选刊以及
多种权威年度选本所选载和推介，有不少作品还在省、市和全国文学评奖中获奖。
《文学港》有效地团结了众多的新老作家，吸引了众多的新老读者，还在国内文学界赢得了良好的声
誉，更成为众多本土作家成长的一个平台，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近年来，扩版成208页的《文学港》，以大刊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在全国期刊届的影响更加广
泛，不少值得反复回味的精品力作让更多的读者记住了这本刊物。
编选一套近年来发表在《文学港》杂志上的小说和散文精选本，作为编者和读者的共同总结和美好回
顾，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经过大量的反复的精选工作，《中短篇小说精选：2004～2011》、《散文精选：2004～2011》已呈现在
读者面前。
其中，小说精选入选了20位作家的20部中短篇小说，宁波市内市外的作家各占百分之五十。
所选的作品透出时代的精神和人们的生存状态，皆为作家用心、用哲、用情之作。
叙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探索文学的美学，发现生活的真谛，是入选小说的共同特点。
散文栏目历来是《文学港》杂志的特色之一。
长期以来，杂志一直把发表优秀的散文作品和培养壮大以本地作者为主的散文创作队伍作为刊物的一
项重要使命，尤其是2004：年以来，借宁波市文联两次编印《宁波市当代作家散文选》的东风，散文
作品的创作与散文创作队伍的发展壮大更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次选载的作品，或意境深邃，或思想睿智，或有扣人心扉的人间亲情及人生旅途中的发现和感悟，
大致呈现了《文学港》杂志八年来散文作品的风格特色与整体风貌。
近50万字的小说和散文，在表现角度和手法呈现多样化的同时，可以看到，现实主义是这两部选本的
基调。
当然，所选作品既是生命形态的呈现，又是理想世界的构建。
一滴水花反映出太阳光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选集，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短”和“精”。
小船调头快。
一个港口，停泊大型轮船，也能容纳小型舟船。
在生活节奏加快的现实面前，短而精，不也是阅读的取向吗？
这也是此次选本的一种倡导。
　　在当前浮躁而又匆忙的生活里，那么多作家，那么多读者，用真诚的文字和细心的阅读支撑并守
护着《文学港》，在此，我代表文学港的主管单位，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敬意。
囿于选本容量，在海量文字的编选中，难免有遗珠之憾。
好在生活和文学都处在进行时，期待市内外众多作家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进入“文学港”，期待更多的
新老读者一如既往地关心呵护这本纯文学刊物，共创《文学港》之辉煌明天！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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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散文栏目历来是《文学港》杂志的特色之一。
长期以来，杂志一直把发表优秀的散文作品和培养壮大以本地作者为主的散文创作队伍作为刊物的一
项重要使命，尤其是2004：年以来，借宁波市文联两次编印《宁波市当代作家散文选》的东风，散文
作品的创作与散文创作队伍的发展壮大更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荣荣主编的《文学港散文精选（2004-2011）》选载的作品，或意境深邃，或思想睿智，或有扣人心扉
的人间亲情及人生旅途中的发现和感悟，大致呈现了《文学港》杂志八年来散文作品的风格特色与整
体风貌。
当然，所选作品既是生命形态的呈现，又是理想世界的构建。
一滴水花反映出太阳光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文学港散文精选（2004-2011）》，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短”和“精”。
小船调头快。
一个港口，停泊大型轮船，也能容纳小型舟船。
在生活节奏加快的现实面前，短而精，不也是阅读的取向吗？
这也是此次选本的一种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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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向西，向西气息失信的王朝永远的江老师溪滩上捡来的一块石头我是一条洄游的鱼凭栏看古镇遥望拉
萨静谧的沧桑感受曼德拉夜行偶记妹妹雨陈独秀的墓和家水车转动的年轮大哥今人何必赋古言守望民
间自然的流露挚爱至悲农事散文三题穿越青海长云祖屋渴种生北陲三题读乐乐作乐乐躁动的村庄十年
一觉上海梦远去的乡村记忆母亲江南往事病中琐记许家山杂记母亲是一把伞写满忧郁的眼睛被荒芜的
床黑土地上的爱情天下才子唯先生一个燃烧的生命梵高的终点我的乡村烟岚武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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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向西，向西　　赵柏田　　出西安城，沿渭河向西，秦岭分列左右如两排青色的屏风，时而在天
底下横着，时而又奔突到眼前。
车过宝鸡，才真正进到它的心脏。
从西安到甘肃省的天水，一路相随的是在岭坡上出没的陇海铁路，和黏滞浑黄的渭河。
　　万物各归其位。
世界有着它恒定的秩序。
路，桥，山，水；山上的树，石，鸟，虫子和流云⋯⋯千百年来怕就是这样的吧，甚至人，又有多少
改变呢，一样的族群，血缘，表情，甚至活法也是沿袭直至今天。
有一个比喻，岩中花树——是四百年前我的一个同乡（他那时的官职是明朝蛮荒之地的一个驿丞）被
放逐到湘黔道上时说过的一番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我未见岩中花树，则它与我同归于寂，待我一
见它，世界便生动起来，于是知心外无物。
一个人一生中又有几句话能让人记住呢，能成为智慧传灯的更不会多。
我对着变动的山川默默地说：万千世界的物象，都进到我的心里，留下你们的投影吧，因为心要给你
们一个秩序——如此，世界才真的“生动起来”。
　　出行前，匆匆忙忙抓起两本书放进已塞得很满的行囊，一本是福柯的思想传记，一本是写得风华
而又糜烂的《唐代的外来文明》，原名又叫《撒马尔罕的金桃》。
我计划在旅途中把它们看完，再不济也可以解解路途上的乏。
同样的反理性主义的立场，我喜欢福柯甚于尼采，是因为他不像尼采常常说些突兀的没来由的话。
他这样说了，还要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而尼采呢，似乎总是“大风吹过落下思想的果子”，神秘而先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柯更像一个现
代学者，一个思想史家。
他站在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对面的声音似乎也更有说服力些。
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福柯是有着赋予事物以秩序，这一庞大的野心的。
在他转而探究权力的微观层面前，他就把知识的密码确定为，词与物的关系。
而这也是思想史的深层结构。
他的《词与物》，英文版的题目就是《事物的秩序》。
相反的，《唐代的外来文明》则是一本秩序散乱的书，这本从中国古代对事物一种古怪的分类开始的
书，讲述的是公元七至九世纪作为世界中心时期的唐朝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满眼带着异国风情的物的
碎片：野兽，飞禽，羽毛，食物，香料，宝石，药品，器皿⋯⋯如果前者是收缩的，后者则是铺展的
。
信手带了这两本书在路上，或许流露了一个念想：我希望有尽可能广阔的世界维度，更希望它们在一
个人的心里井然有序。
　　下着雨，七点一过天色微暗。
暮色中，渭河不再浑黄，一片白亮⋯⋯在藉河边上的一家客栈里，梦中计算按现行的利率标准，20万
元存一年会有多少利息。
发现太少又把底数加到了30万⋯⋯醒来已是9点。
河就在窗下，河滩宽大。
城不大，呈狭长状。
步行街、自由市场和住处相去5分钟的脚程。
货物丰足，核桃、枸杞、花牛苹果（出自当地一个小镇）、木耳、大枣，这些土产的中间也放了很多
添加了防腐剂的南方来的鱼虾和竹笋。
街上女子皆身量小巧，’挺拔，脸型线条柔和，很有水色。
中午，住的酒店有一婚宴，新娘着大红礼服，身量窈窕。
八世纪时这里应该是一个靠近中国心脏地区的所在吧，无数从波斯、大食和中亚诸国来的使臣、僧侣
、商人穿越那条以丝绸名之的商道，在此歇脚洗尘后，又赶往梦中之都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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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金桃”，确有其物，公元七世纪，撒马尔罕国的国王两次向唐朝进贡这种珍异的果子，据说“
大如鹅卯，其色如金”。
谢弗以此作书名，是把它当作了未知事物的一个象征，他这样说及外来事物对唐朝人生活的影响：　
　——一只西里伯斯的白鹦，一条撒马尔罕的小狗，一本摩揭陀的奇书，一剂古城的烈性药，等等。
每一种东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唐朝人的想象力，从而改变唐朝的生活模式。
　　这是一本充满了物质碎片的书。
但谢弗这样说，他虽然在谈“物”，目的并不是开列一份唐朝进出口物品的清单，而是研究人——通
过对物的研究来研究人。
这或许是可能的，普鲁斯特——这个有着“第二重视力”的伟大的哮喘病患者——在写到“斯万家那
边”时说，历史，隐藏在智力所能企及的范围以外的地方，隐藏在我们无法猜度的物质客体之中。
在他眼里，物，囚禁着逝去的时间，成为记忆的库房，只是打开这库房的钥匙，总是掌握在通灵者的
手里——谁又能像他那样，一眼就在一个事物的后面找出另一个事物的影子？
就像舍斯托夫说的有双重视力。
　　这个得名于“天河注水”的传说的陇东南小城，地处秦岭山脉西端，靠近中国的地理版图的中心
，被当地人自豪地称为“陇上小江南”。
看地图，天水去西安、兰州和成都都在三百到五百公里之间。
这个地区以西秦岭为界，北面属黄河流域，南面则是长江流域。
中学课文里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龙城，说的就是这里，它还有个古称叫秦州。
八世纪后期，杜甫曾流寓到天水和附近的同谷，留下了一组《秦州杂咏》。
那是大唐走人向下的坡道的时候，他为避一场战乱而来。
他只住了半年，离开后的下一个驻足之所是蜀中成都，最后死在从岳州到湘潭的一段长江上。
20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个大人物来此，题留下四个字，“羲皇故里”——传说中三皇之首的伏羲氏，
据说就出生于此。
炼五色石补天的女娲，则是他异父同母的妹妹，后来两人结为了夫妻。
伏羲庙在秦城区，离市中心不远，这里供奉着的与其说是一位“龙祖”，倒不如说是一位上古时代的
文化英雄。
创八卦，造书契，制礼仪，圈养牲畜，营造建筑⋯⋯几千年的文明就是由此滥觞。
那是一个确定词与物初始关系的时代，一个建立大秩序的时代。
在那时，词与物几乎就是一体，语言澄澈透明，“宇宙包容于自身之内：大地与苍昊共鸣，脸孔在星
斗中望见自己，植物在根茎里保存着对人类有用的秘物”。
伏羲庙的几块匾：　　——“一画开天”：一派开辟鸿蒙的混沌与大气。
这“画”，是卦象，是指称世界基本物质形态的符号，也就是语言吧。
　　——“开道明道”：世界像处子的眸子张开了，智慧的地平线上依稀出现的是事物的秩序，“道
”。
　　——“象天法地”：参详、穷究天地之奥秘，正是发现这一秩序的努力。
　　这或许就是福柯心目中的世界的古典时期（他从西方的人文传统出发把这一时期放在了文艺复兴
前）？
词与物没有阻隔，它们由上帝同时创造。
到了巴别通天塔之后，语言四分五裂，日渐丧失了与事物原始的粘连。
这时的语言遭到扭曲远离了事物，一种文化是一种扭曲，世界不再是语言的库房，在世界的不透明度
里，词的书写、语法与事物的本相扭结交错，或在事物下面川流。
世界再度陷入混沌、无序的黑暗，失去了透明性的言语，也再度回到了神秘与暖昧。
它是表达的媒介，又是表达的障碍。
因此产生了第二级的语言，不是名词，不是动词，而是一种评论、诠释、引言、博学式的语言，它们
的功用是唤醒蛰伏于其中的初始的语言，并最终让事物开口说话。
我好像有些明白，瓦尔特·本雅明为什么要写一本全部以引言组成的书了。
　　那么我在这里的言说，又能有多少能触及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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