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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是艺术的生命

【作者】海梦

  任剑锋是近几年散文诗界出现的新秀，他的作品很有灵气，艺术风格清新而凝重，淡远而激越，

是中青年作者中一位拔尖的诗人。两年前，被选为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对他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

促进，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就可喜。  

  任剑锋平时给人的印象：貌不出众，言必惊人，似乎有些内向、孤傲。其实，他的内心世界十分

开朗、活泼。有时像小孩一样，天真可爱，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为，什么事都想去试一下。那次在

西双版纳参加泼水节，他这种性格就表现得非常突出，一身早已湿透，还要跑向水花四溅的围攻中，

去孤军作战，非常疯狂，一点也不示弱。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体现了他的战斗与勇敢的进取精神。

这些年，在事业上的成功和文学上的成就，支撑着他拼搏，百折不饶，磨砺出闪光的人生剑锋。  

  这一组作品，对任剑锋的创作有一定的代表性。总的来说，是写一种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民

族文化精神、自强不息精神。作者站的角度高，从高处审视历史、审视社会、审视生活，能看见全

貌，找到前进的方向。他是在磨难中成长起来的苦孩子，饱尝过生活的艰辛，深知人生的甘苦。但他

终于走过来了，所以对中国革命的先辈，无不敬仰，无不充满深厚的感情。《怀念草鞋》《中华历

史》就是表达的这种感情。《弘一法师舍利塔》又在这种感情基础上一步升华到人生哲理的高度。他

对“悲欣交集”四个字感悟良多：“人生就是由许多的悲痛、欣喜堆积，形成所谓的生活。你想到自

己曾经有过的迷失，又看到千辛万苦之后而有了结果，禁不住悲欣交集了，也就是人生难有的大境

界，大结局了。”这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他对弘一法师淡泊名利、激流勇退的高尚人生境界，赞赏

备至。进而联想到现实生活中一些不良的现象，萌生出难遣的忧患意识：“面对现在许多人在财富中

迷失，在所谓博学中浮躁，在奢华中堕落，在音乐声中忘却，在美酒中昏醉，我特别特别地怀念

你。”当诗人思绪万千，从沉迷中抬起头来，又看见大师遗像前几束鲜花和人们风尘仆仆前来朝圣的

情景，感叹大师对崇高人生境界的追求：“还有后来人？”他善于摄取生活中一些普通的场景，参合

着自身的体验，揭示出人生哲理，启发人们去思考，去审视自己，从中看见新的方向，得到前进的力

量，这便是他散文诗的内涵所在。  

  任剑锋的散文诗随意性很大，他不刻意雕饰生活，追求艺术上的完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他

非常注意作品的构思立意，突出主题，捕捉美的意境。可以说，他的每篇作品都有主题思想，都有生

动的画面。尤其是他一写起家乡来，心中就充满了荣耀感、自豪感、优越感。如《后渚港畔》：“泉

州湾畔，款款走来的渔家女，秀发上鲜花盛开，飘荡着醉人的芳香，那紧身的民族服装，勾勒出优美

的线条，那深邃的双眼犹如大海平面，总是撩起我一种莫名的遐想：返回年轻，一张白纸，从头再

来。”这段描写十分精彩，用一种侧写的手法，勾画出渔乡的美和他们高尚的人品。虽然，现代生活

已经改变了古港渔村，这些美丽的渔家女“依然站立在海边等待出海扬帆满载而归的夫君”，多么朴

实、多么感人、多么令人疼爱。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真实，真实地反映生活，又高于生活。他作品的

最大特点，就是真实，真实地写出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如同朵朵活生生的鲜花开放在文艺园中，

芬芳迷人。  

  中国散文诗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百花齐放的新时期，形成了一

种自发的群众热潮。不像三四十年代，只有少数人在那里苦心耕耘。这是一个出人才，出佳作，出精

品的时代，60后、70后，就是这个时代的冲击力量，他们有理想、有追求，敢闯、敢冲，敢于按自己

的心愿去生活，去开创新的事业。始终不满足自己，不满于现状，不断探索，不断寻找新的自己。任

剑锋就是这个群体中一员，就是在这个大形势下成长起来的一名有思想、有远见、有开拓创新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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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诗人。《永定土楼》这篇作品的构思立意，涉及到思想与政治领域中很深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证。土楼，一个普普通通的园形民间小院，却引起他那么多思考，那么深的忧患意识。但在商品

经济冲击下，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现象感到忧虑。他在这篇文章中写到：“面对现在建筑的独门独

户，甚至封闭得像鸟笼，我要说的是——现在的人呀，谁有此种腹量，谁有此种组织能力，能如此群

居？”这段文字很有意思。他本身是从事建筑和房地产工作的，在这里，他不是反对现在的高楼大厦

和物质文明的进化，而是从这独门独户的客观居住环境，看出人间的友爱、团结、互助精神，在日趋

淡漠。对这个思想领域里深层次的问题而感到忧虑。人的精神世界，会因环境改变而改变，这是作者

从居住环境而感悟出的一条人生哲理。  

  （作者系中外散文诗学会主席，《散文诗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原载】 《文艺报》20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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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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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

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

学校的语文教研室，19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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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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