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到编辑部童剑担任的是办
公室主任，同时兼任技术编辑，负
责杂志的排版工作。作为西南地
区创刊最早的文艺理论评论期
刊，《当代文坛》刊发过许多知名
评论家的评论文章。那段时间，
我发现他不仅喜欢读小说、散文
等文学作品，还在很认真地阅读
理论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对一般
人而言，往往是比较晦涩难懂
的。童剑曾对我说，他小时候就
很喜欢读小说，也常常被作品中
的人物和故事感动，但不知如何
用文字表达这份感动，因此很羡
慕那些写评论文章的人。我知道
对非文学专业的读者来说，由于
缺少专业的文学理论知识和系统
的培训，他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
常常是一种浅阅读。要解决这个
问题，就必须接受传统的文学教
育，系统地学习中外文学理论，特
别是精读一些经典著作，才能升
堂入室，成为一个“专业读者”，写
出比较有独特见解的评论文章。
为了让童剑成为一名文艺评论期
刊的编辑，我为他开列了一份书
单，大概记得有朱立元主编的《西
方文论教程》、李泽厚的《美的历
程》、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我的

《碧海掣鲸录》等十几本书，并告
诉他学习写评论文章，不能只看《当
代文坛》上发表的，还必须扩大视
野，广采博收，高标准，严要求，才
能建立系统的文学观。古人所谓

“取法乎上，仅得其乎中；取法乎
中，仅得乎下”就是这个意思。

童剑将自己的集子分为三个
部分，取名《阅读漫步》，可以看出
这些年他对文艺作品的赏析有不
少心得。第一部分凌波微步，收
录了四川小说作家马平、贺享雍、
李明春、赵应、马力贤的小说评论
文章共 9 篇；第二部分闲步探微，
收录了诗歌、散文、杂文和电影等
评论文章 8 篇；第三部分探索跋
涉，收录的是关于新时期以来文
学演变、海外华人作家和 2017 年
小说综述的研究文章 3 篇。从收
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来看，童剑
不仅善于从一个个作家的具体文
本出发，用评论体现作者自身的

审美意趣，也通过工作和学习的
积累，在时代的潮流中梳理、提炼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演变过程，从
时代的经纬度对一个时期的中国
文学进行综合考量，提出了自己
的价值评判，展现出总体性文学
观，让我们看到当代文学发展的
勃勃生机。

小说阅读仍然是童剑阅读的
重点，作为《当代文坛》的责任编
辑，他在第一部分中，对近些年四
川作家的作品是敏感的，特别是
对四川乡土小说作家贺享雍、李
明春的创作剖析很有启发性，对
马平、赵应、马力贤的多篇小说进
行的点评，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乡土文学从鲁迅开始，一代
又一代的中国作家孜孜不倦地表
述着自己眼中的乡村，以及自己
理想中的乡村。四川作为乡土文
学的重镇，出现过沙汀、李劼人、
周克芹等著名作家。贺享雍作为
新世纪以来四川乡土文学的代表
作家之一，推出的“乡村志”系列
就是他对四川乡村的全景式描
述。童剑在《村医之家》的评论中
认为，贺享雍继承和发扬了五四
以来现实主义乡土文学传统，并
从叙事伦理和价值理念上去实践
它，体现出“承诺和实践三个关联
互动的文学命题，即民间立场、地
方性叙事和人文忧患意识。”这是
符合贺享雍的创作实践的。在对
李明春《举报》的评论中提出“县
城文学”的观点，也别有见地。他
认为都市和乡村代表着现代和传
统的两极，那么，县城恰好处于一
个中间状态，它远离都市——代表了
某种疏离；它自成体系——代表
了某种独立。这些观点的提出，
应该是童剑对当下四川乡土文学
创作的一种思考，说明他已经能
运用所掌握的乡土文学理论分析
文学作品中反映的社会问题。

在第二部分的评论文章中，
童剑涉猎的文体延伸到诗歌、散
文、杂文和电影。在对四川诗人
凸凹诗集《劳动万岁》的评论中提
出，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一直有
抒情的传统，这不仅是一种文学
实践，也是一种生命实践。抒情

传统中最核心的部分在于不把抒
情、情感视为小道，更不会仅仅局
限于文本，而是表达对一种生命
意识、生活态度、情感结构的体
认。凸凹对 129 位工匠做出的不
平凡业绩，通过诗歌的抒情性完
成了每位工匠的“自我”表达，让
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
生活气息的工匠的身影。对掌上
故宫系列图书之《故宫神兽》的阅
读，他认为蒋蓝作为一个散文家
为技术性话语融入了文学性叙
事。在智能手机、社交媒体以及
物联网日渐普及的当下，知识传
播的内在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
蒋蓝将技术性话语由过去单纯的
对“信息”的传递，转化为对“信
息”予以“文学化”的加工，或“戏
剧性”的“叙事”，让知识的传播不
再那么生硬和信息化，用文学的
语言打动接受者的感官并进一步
作用于其情感。这无疑有自己独
特的思考。

这让我想起夏志清在《文学
的前途》中说的，“我对文学的前
途，不抱太大的乐观”。他认为二
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孩子从小看
电视，读书的时间减少，对文学的
感受力也无形减弱。文学欣赏是
比较主动的，有广阔的想象空间。
看电影电视则比较被动，少有电
影可以看三遍而不厌，好的诗篇
的确百读不厌。童剑这样的年轻
人，在十多年的编辑岗位上执着
于文学阅读，尝试文学评论写作，
立志助益于文学的使命与精神
传承。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作为在《当代文坛》工作多
年的编辑，童剑对待工作是认真
的，这可以从他撰写的《从文艺
理论刊物发展看新世纪以来中
国文学的演变以<当代文坛>为
例》一文得以体现。该文以《当
代文坛》的发展为经度，以新世
纪以来的时间为维度，从四个方
面阐释了文艺理论期刊在新世
纪以来对中国文学的演变所起
的作用：一是，提出理论期刊的
发展促进了新世纪以来文学创
作与研究的双向繁荣；二是，分
析了消费时代文艺理论期刊面
临的困境以及消费时代对文学
的影响；三是，认为新世纪以来
传媒与文学已进入了博弈时代，
产生了大众审美流变；四是，论述
了文艺理论期刊推动下的地域文
学圈与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关
系。透过对刊物的系统研究，他
认为只要人类还存在，只要人类
还需要表达自己的情感，文学就
会一直存在。只要文学存在，只
要人类还需要获得情感的慰藉，
那么它的载体就会一直存在。而
作为文学生产场域之一的文艺
理论期刊，也一定会见证并伴随
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作为一个
在工作十余年后转行学习文学
评论的年轻人，他对阅读的热
爱，对文学评论的喜爱，使之正
逐渐成长为一名“专业读者”。

做“专业读者”不是为读而
读，而是倾听，是感悟，是升华，是
丰富人生，这也是文学之为文学
的应有之义吧。

中国古代爱吃、会吃的大诗人可不少，“万人
迷”苏东坡，仙气飘飘的李白……诗词与美食都有
着许多难以言表的意趣。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中，“饮食文化”是如此不可忽略、如此引人入胜的
一部分。“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12
月1日，《好竹连山觉笋香：古诗词里寻美食》由北
京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古诗词中寻章摘句觅
美食，在诗词歌赋中体味烟火人间，更是寻觅古人
意趣、情味的有趣旅程。

全书选取37首古诗词作为切入点，分为蔬食
第一、鲜味之美、五谷丰登、花果飘香、四季食俗、
饮食杂记等6大类别，介绍食物食俗的源流演变、
传统习俗、历史典故等内容，每章配有精美插图，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知识性、趣味性兼备，是一本
有关传统美食、节气食俗等知识的优秀读本。

古时有种菜，名“菘”。不但名字优雅，在第一
次吃它的杨万里眼中，它如冰雪，如玉石，如水晶，

“新春云子滑流匙，更嚼永蔬与雪虀。”简直不知道该
怎么赞美这种蔬菜才好了。而南齐的周颙被问到
哪种蔬菜味道最赞，更是用“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一
句简洁优美的“食评”，把它推到一个新高度。可你
知道吗？菘，就是今天在你眼中平平无奇的白菜！

在“蔬食第一”章节中，还有许多趣事、雅事、乐
事。比如“吃笋”在历代文人心目中，不仅是舌尖的
享受，更是一种别样的文化体验。而当樱桃与春笋
作为CP同时出现在诗词中时，它们就是春季悦目
可心的物产代表，其地位之高，非其他食蔬能及。
从唐代郑谷的“恨抛水国荷蓑雨，贫过长安樱笋
时”，到宋代陆游的“杖屦寻春苦未迟，洛城樱笋正
当时”，再到明代唐寅的“一番樱笋江南节，九十光
阴镜里尘”，至清代陈维崧的“樱笋年光，饧箫节
候”……时光流转千年，“樱笋年光”“樱笋时”逐渐
成为“阳春三月”的样貌永远地定格在诗词之中。

立春要吃春菜，夏
至要吃凉面，中秋赏月
更是少不了一盘月饼，
到了冬日落雪时自然是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
炉。晚来天欲雪，能饮
一杯无？”这些“四季食
俗”，讲述的是饮食习俗
与传统，表达的却是中
国人顺应天时、敬畏自
然的生存哲学。

虽然名为“古诗词中
寻美食”，但涉及内容不
仅是美食。在“饮食杂
记”一章中，不但有中国
人的餐桌美学、诗人美食

家陆游的“养生心得”、辛弃疾的“英雄泪与烟火
气”，还有廉颇、纪晓岚等历史上有名的“大胃王”的
故事，以及“古人充满想象力的醒酒方式”……

本书的作者刘菲是位 80 后青年诗人、美食
家。刘菲说：“诗词与美食，究竟哪个更重要？人
们可能会各执一词。诗歌，是平凡生活里灿烂的
闪光；吃饭，是一件最微小的‘大事’。歌以咏志，
人生有了‘诗’才有意趣；民以食为天，人们有了

‘吃’才有延续。诗人美食家焦桐这样描述他心中
的‘诗’与‘吃’：‘双手各执一端：左手缪斯，右手烹
饪，诗与美食，不相上下。’”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记得童剑是2004
年来当代文坛编辑部
工作的。我那时正好
是《当代文坛》杂志的
主编，对这个年轻人的
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
是满意的。转眼快20
年了，他的首部评论集
就要出版，我很是为他
高兴，并乐为之序。在
阅读他收在集子里的
评论文章时，我看到一
个热爱文学的年轻人
的成长，看到他正由一
位文学爱好者转变成
为“专业读者”，并在文
学评论的道路上迈出
了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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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学爱好者成为一名“专业读者”
——为《阅读漫步》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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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漫步》

《好竹连山觉笋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