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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是散文艺术的始与终    善是散文艺术的始与终    可控的智慧是恒久的明灯    上善的尺规是执两端而
用其中    春花葳蕤与秋叶飘零并无不同    此界的星坠木鸣也许正是彼界的杨柳春风    创始之前还是创
始  无穷后面接着无穷    断续的时间和断续的空间构成宇宙长程    不认识整体悟性略大于零    造物的至
善并不专为人类而施    没有了人类地球上依然轮替春夏秋冬    顺应《易》之惧惕可使人类劫而后生    
在这一届人类与下一届人类的等待期上    宇宙间悠扬的大抵唯有哲学(道)的钟声    作者    二零一一年九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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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散文谈艺录》内容简介：天空充满智性、神性但不开口，能够同不开口的天空对话才称得起诗人，
失去或部分失去智慧的并不自知，也就不会发出“我家门前水，君家门前流”的叹惋和竭力挽留的意
志，眼下是一个因亟需智慧而不得不将艺术性放在第二位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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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宝泉，1943年生，河北邯郸人。
196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
种过田，当过兵，挖过煤。
散文、诗歌写作者，散文读物编辑者，散文理论悟道者。
一个有自家田亩的耕耨者，一个在谈艺随笔中自问自答、自道空旷者，一个以思悟艺术人生为妙享者
，一个珍惜前人汗血劳作而不轻言破坏者，一个爱智者。
作品选入百余部多人集中，部分作品译为英、法、日文字。
结集有散文集《人生，从序走向跋》、《当时明月今在否》、《一个现代父亲的人生忠告》、《螺旋
中的岁月》，散文艺术感悟集《散文拈花录》、《散文镜花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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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万事起头难 散文片言 审美片言 望远镜中的天空：有边际的无限 漠风·梅香 天才是长久的耐苦 规
律不放过小事情 一座与一百座 重读一遍中学语文课本如何 观察 小而丰润的小品文 散文：文字谱写的
乐章 饱含诗意，美丽才会是愁人的 同青年诗人切磋散文诗意时插话 此情可待成追忆 那一个世界与这
一个世界 作家喜欢谈悟，悟是什么 神助的滋味 湘灵不穿牛仔裤 向数理化要散文 任何题材都向着散文
微笑 三昧火里种金莲 优秀小说家未必是优秀散文家 应南开大学中文系同学之约写的一段话 关于中国
古典散文的一段话 不懂中国乡野就不懂中国散文 二十世纪中国散文最辉煌的成绩 是白话文渐趋成熟 
再谈散文到了高境界是怎样的 事与理 尺度 “我认为” 散文漫议 答问“谈谈你阅读与写作的关注点” 
同几位老年作者畅说“衰年变法” 朝思夕录 散文创作与理论指导 识缘乃容不将不迎 彩云之南的心灵
颂辞 给学问一个光明与阴霾同在的精神背景 善的想象力通向神明 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 跋涉在致广
大而尽精微的路上 青萍之末察风 一组别具创意的散文 艺文集碎 镜花互照说散文（一） 镜花互照说散
文（二） 镜花互照说散文（三） 镜花互照说散文（四） 镜花互照说散文（五） 镜花互照说散文（六
） 镜花互照说散文（七） 镜花互照说散文（八） 镜花互照说散文（九） 对散文文体的再思辨 对散文
作家素质的再思辨 对散文与哲学关系的再思辨 对散文继承与创新的再思辨 《当时明月今在否》序跋 
《螺旋中的岁月》序跋 《散文拈花录》跋 《散文镜花词》序跋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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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基本的方面我做人作文是温暖的，理解别人的，以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为自由的，如此
后退也是惬意的。
有情的人自愿受理性约束是我的另一面。
我常与诗在一起，梦醒与将寐、散步或独坐，常默诵诗文佳句，用以强化记忆、洒扫心庭，保持心灵
仍能受激而动。
只有郁闷困苦时才要默诵一点刚健的句子，通常是拣选轻清的或忧郁哀倦的，像“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我是梦中传彩笔，欲笺花叶寄朝云”、“红叶泠泠下塘秋，长与行云共一舟”
，等等，都是养心养人的；欢乐的单薄，不如忧郁的思深意远、味厚耐品。
 诵读诗词妙句还能感动，大概青春的诗神尚未离我而去。
 水深峰高之地多生神话传说和聊斋式故事。
一个洞庭湖自古及今生成多少华美诗文！
大抵因为湖面广阔，不能尽视，湖水渊深，不能见彻，便给古人以神秘感乃至恐惧感，以及因恐惧而
生的敬畏感。
此一心理状态纯是诗意的。
 作家心灵须要神秘感滋润。
为了散文诗歌，我们须要保存一点神话，一点神秘意趣。
科技如何发展都要给神话和神秘感留下栖身地，为着后代还能想象，还有精神张力。
何况一定意义上科学的发展也取决于哲学和诗歌的进步。
 一首比较平常的诗，如果你很喜欢，它对于你必有某些神秘成分。
 无形的风有幸被中国先民将其与花、雪、月并论，并成为人类悠闲和烂漫情绪的象征物，由此可见中
国先民的高度天真浪漫的诗人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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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书稿大致编成了，但还得挤压出一个跋，权当扎口袋的细麻线。
跋不能太轻，免得与正文制度不相应。
    创作和理论研习都须言说。
能够言说的，我说了，写了。
虽只小部分，总是说了，写了；不能形诸言语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言筌因而打捞不出心灵深处的几
微的，那就只好不说。
不说倒也没什么不好。
我的老乡亲，那些土里刨食一辈子的老农，谁都一肚子感慨，但大多憋着带走了。
他们还没“走”的时候，有时也就仿佛自言自语那样长“咳——”一声。
    我有时提醒自己：可以言说，但不要强化言说欲；可以发表，但不要强化发表欲。
特别是不要没话找话说，话少却多说，不懂照懂的说，轮不上加塞也得说。
终于就碰了壁，却说那壁不该是钢筋水泥，还责备为什么不提前换成纸糊的。
    年轻时讲出一个理念，如果听者强烈反对，我可能不高兴。
眼下想想，肯定是自己错了。
为什么一定要人同意呢？
同意是什么呢？
如果正确，听者不同意还是正确；如果不对，即使别人同意我照旧不对，还会因别人同意强化了我的
以错为对的理念，愈发不思改过。
我为什么会无知到不高兴呢？
    词语的生命在于善寻栖身地，从此人口中溜出即进入他人头脑。
    对有所感念而又不能执持的事物，我懂得虔敬，似乎由之获得了力量，不仅驱除了向晚的幽影，还
大致认识到尊重自我就是一定意义上的谦逊和自信。
    从我的思想可以寻检到直接的源泉和间接的源泉，明确的源泉和隐蔽的源泉。
引用某位贤哲的话语是直接的；更多是．知道是别人的，但不能明确是哪位具体人物的，即或知之，
但这个人物往往也是接受别人的。
弄清“别人”还算容易，弄清“别人的别人”可就难了，也就不打算弄清了。
这“别人的别人”可能是一位学者，也可能是农夫、商贾、铁匠、屠夫、经纪人⋯⋯没关系，什么人
都会在某个刹那说出带有智慧的句子，被有心的听到记下了，精炼提纯，奉为指导他和众人思与行的
某种圭臬。
我推想历史的亡灵中有许多这样的慧者，我总括为“他”。
这个“他”是无数慧者的集合，是全人类思想的源头，是历史上所有学者、哲人共有的导师。
这个“他”就是无穷小和无穷大，我这里使用的小和大的概念是指“其小无内”的小和“其大无外”
的大。
    想起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歌词：“不同的面具，上演不同的戏⋯⋯剧本不在自己手里，随着剧情改变
自己⋯⋯”不能只担当观众角色却不当剧评家，要紧的是跳出剧情而非一头扎进道具里，这才能想些
“物”外事和“身”外事，不会仿佛剧中人那样凄恻悲伤无助。
    看散文写散文谈散文，弄久了弄多了也就弄烦了。
因为发现中国和外国的能人谈了多年，几千年，累死的老词语的残尸累积成了垃圾山，新词语繁衍了
多少代还是不够用，但世界的核心道理就那么一点，文学包括散文的核心道理就那么一点点。
很多理论不过是同一核心道理的不同表述。
    但理论总归要谈，只要还有一个人写那就有两个人甚或三四个人在谈。
非要谈的话，那就把个人的思引入《易》之三义——变易、不易、简易的宏大思路。
要把散文谈得“变易”，谈得“不易”，谈得“简易”。
变则通达于一切时代，通达是多少包含了顺从的意义的，无论散文兴衰顺逆总还得“有”，这样它就
保住了，存在了；不变才能继续是它，是它才会有它自己．否则这特征那功能皆属虚妄，连猴子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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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如；简易方可清通，意出而达末，中间少阻隔，结构上拒绝枝叶过繁而伤干。
    读了几页书去吃饭，看见饭菜心里却隐隐有些犯憷。
这些年熟悉和不熟悉的农民乡亲多次对我说，害虫抗药性越来越狠，黄瓜西红柿必须经常打药，还得
拣毒的。
山药埋种以前必须朝土里下药，要不就叫虫子吃了。
现在是种黄瓜的不吃黄瓜，种西红柿的不吃西红柿，种山药的不吃山药⋯⋯关心我的人一脸严肃，我
这个洗耳恭听的却不免毛骨悚然。
写篇提请菜农少用农药的散文？
写篇请求害虫变善的散文？
没这个必要。
那就照常吃，吃饱了照常读，照常打电脑。
最好和最坏的文字都是自己的徽章。
以文字创造另一个自己等同于替女娲抟土再造一个人。
生命是需要挖掘意义来支护的，不如此何以遣岁月。
    这些年一些老乡亲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陆续先我而去，我则继续接受日光的照耀和月光的温贴。
但我比他们多做了什么呢？
没做坏事算贡献吗？
比他们多活的这些日子里，我读了。
思了，精神尺度较前略大，虚浮的东西驱逐了不少，依旧践行在从幼年出发的，中国教育文化一贯倡
示的成人的路上。
牛顿站在巨人的肩头望见了远方，我则站在牛顿的肩头望见了通往山巅的道路，偶尔也隐隐望见被云
雾半掩的微微隆起的地球弧面。
伴随精神的继续成长，我愈来愈自觉到自己是大自然无数元件的一个，无论如何踢天弄井，纵灵舒扬
，都是在大自然既定秩序内部即大自然允许的范围内。
    谢谢靳立华、王俊石诸领导和汪惠仁、鲍伯霞诸同仁的热情鼓励和真诚相约，这本小册子就这样产
出了。
一位诗人说：“泪滴寒花，渐渐逢人说鬓华。
”这是经由宣说的途径使自己释怀、疏通，是一种温和的自助；而友朋的支撑、扶携，则是有力的他
助。
自助与他助都会助人向好。
一艘被命运之手撑了数十年的老船，在被“反者道之动”的强势宇宙力“反”为非船之前，是乐享太
阳晚照的惬意的。
    贾宝泉    二零一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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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散文谈艺录》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当前写作者的智慧正在重新分配，智慧正在选择新
主人，智慧像一道道清澈的水流，从这人头脑流向那人头脑，从这一群体流向那一群体，他们钟情于
从星光掠取烛光，从巨星碰撞获取能量，从不可视星区索隐察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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