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而论，一个人离开
家乡的同时就先天性地拥有
了乡愁，时间越久，这种情
绪就会越浓厚，作为一个作
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呈
现于他的作品中。

1月 7日下午，以“远方
有诗意，醉美在故乡”为主
题的奥地利华裔女作家方丽
娜小说·散文分享会在商丘
日月湖畔建业天筑展示中心
安亲讲堂举行。活动由商丘
日报报业集团、商丘市文
联、商丘市作家协会联合主
办，由建业天筑、建业君邻
会承办。

翻阅方丽娜小说集《蝴
蝶飞过的村庄》 和散文集
《远方有诗意》《蓝色乡愁》
等，记者发现，这位籍贯商
丘、被誉为“海外华人世界
写作的代表”的女作家自步
入创作生涯后，几乎全部的
作品都是还乡。而且，20多
年的海外经历，“洋装”在
身，却无时不在用一颗“中
国心”和富有温度的文字，
回望地理意义上的原乡，与
广大意义上的祖国。

诗意栖居的生活与文字
中的诗意呈现

方丽娜，1966 年生于河
南商丘，自幼骨子里埋下文
学的种子，却为尽早摆脱来
自家庭的生活困境，升入商
丘师专就读了外语专业。据
她自己说，因为那一年的高
考，对填报外语志愿的学生
异常优待。

入读外语系后，她对文
学的痴迷，仍促使她在每一
个清晨，一个人于单调幽静
的校园里，高声朗读 《简
爱》，心里做着白日梦：什么
时候能到夏洛特的故乡，去
追寻并延续《简爱》的故事？

1998 年，已在市外事旅
游管理局工作稳定的方丽
娜，考入德国著名的多瑙大
学，攻读 MBA 工商管理硕
士，32岁方离开国门，踏上
未知的海外之旅，可谓“老
大离家”。

多年的海外辗转，颠沛
流离后，她幸运地遇到了一
生的爱情和姻缘。她的先生
是一位地道的奥地利人，温
和儒雅，痴迷于中国文化，
是毛泽东的崇拜者，身上时
常揣着一本《毛主席语录》，

客厅中央的墙上悬挂着巨幅
毛主席像。这位欧洲绅士，让
当年怀有《简爱》情节的方丽
娜，不是在英国，而是阴差阳
错地在歌德的故乡德国，在浪
漫的多瑙河畔，追寻到一段穿
越俗世的跨国之恋。

在欧洲生活的日子里，
方丽娜默默注视来自于这片
神奇土地上的古老风情，纯
朴、典雅与时尚，探访一个
又一个神秘小镇和城堡，关
于它们的兴衰与荣枯，宁静
与繁华，常令她震撼，又沉
醉其中。于是，多年异国打
拼的经历，异乡奇特的故
事，移民畸形的生存，相逢
与离别，温暖与冷漠，尤其
是与先生迈过颠沛流离的困
顿，转入纯粹明朗的家居生
活后，她那份深埋在骨子里
的“文学情节”，开始在异域
的土壤里，一次比一次顽强
地破土萌发，而且野草般疯
长。

“隔着时间和空间，不断
回望来时的脚步，无论是孤
独无助的月白风情之夜，还
是劳碌一天夜读归巢之时，
那不绝如缕的故园乡愁，那
激荡胸间的难以泯灭的梦，
常常令我眼里蓄满晶莹的
泪。我只有刻不容缓地打开
电脑，舞动十指，将异国他
乡的风花雪月，将形形色色
的身边故事，一股脑地诉诸
文字，呈献给身边乃至万里
之外的同胞。”

2003 年，方丽娜拿起笔
开始创作。2012年，有幸进
入鲁迅文学院，成为鲁院第
十三届高研班学员。这次学
习，给予她文学创作上的巨
大改变和提升。回到维也
纳，她一边“吞”东西似的
大量阅读文学经典，一边潜
心创作，很快迎来创作的爆
发期和收获季。

目前已出版小说集《蝴
蝶飞过的村庄》、散文集《远
方有诗意》和《蓝色乡愁》。
在《人民文学》《十月》《作
家》《中国作家》《小说月
报》及《北京文学·中篇小
说月报》等国内大刊发表作
品。

虽为女性，她的作品早
已完成性别蜕变，站在一个
更为宽阔的视界上，深度完
成了对人性的挖掘，对人生

的思索，对人类的信心。她
的小说集 《蝴蝶飞过的村
庄》 入选 《中国文学新力
量·海外华文女作家小说精
选》；散文集《蓝色乡愁》选
入《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
文丛》。中篇小说《处女的冬
季》获“2018都市小说双年
展”三等奖，并入选《都市
小说优秀作品精选》；中篇小
说《夜蝴蝶》入选“2018海
外华语小说年展”。

创作之外，方丽娜还任
着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理事，
欧洲华文文学会会员，奥地
利华文笔会会长，以及《欧
洲时报》文学副刊编审。并
被台湾《艺文论坛》 2018 ·
11 推为“世界华文主题人
物”。

为人处世上的暖与闪现
在文字里的光

分享会上，来自陕西文
学院文学陕军中著名女作家
周瑄璞，分享了她与方丽娜
于鲁迅文学院第十三期高研
班同学至今，两人亲如“闺
蜜”的那些事。

周瑄璞先从一个事件谈
到方丽娜目前写作完成的程
度与达到的高度，以及于海
外华文中的地位与所处的位
置。

2016年，全国作代会，9
位海外代表，欧洲只一个，
是方丽娜。华东师大出版社
2018年海外华语小说年展共
15人，12人来自北美，欧洲
只有一个，是方丽娜。周瑄
璞表示，方丽娜已是目前

“欧洲华文写作的重要代表，
成绩显著”。

“方丽娜的作品处处体现
着中华文化、中国元素，尤
其是中原文化，积极、向
上、刚正、正气的价值观，
使得她在讲述同胞间的相互
扶持，自我救赎，人性探
索，尤其对故乡的挚爱、对
亲人的依恋上，处处彰显温
暖的悲悯情怀。”

“闺蜜”眼里的方丽娜，
是一个勇于为梦想付出行动
的暖人：“每一步，有计划，
有行动，有成果。作家笔下
的人物，是自己，又不是自
己，是想象中的自己，是想
要成为的那个自己。总之，
方丽娜的创作已经走向成
熟，迈入收获季节，成为海

外华文创作中的一员女将，
文坛穆桂英。”

“方丽娜是新海外华人作
家群中的佼佼者，她异军突
起的写作姿态，超越了诗情
消解的日常生活场景，细腻
的笔触已自觉指向人物的生
存境遇和困境。七篇小说，
伴随着世间行走与穿越、海
外漂泊与碰撞、全球异质文
化与故国经验的沉淀，在呈
现与反思的过程中，不避生
活的阴冷，正视人世的困
厄，带着悲悯情怀，隐隐透
出对生命永恒绝境的思考与
叩问。亲和生动，无法抗
拒。”

上面这段话，是著名作
家邱华栋写在方丽娜小说集
《蝴蝶飞过的村庄》封底上的
推荐语。

这些年，方丽娜大体量
的散文与小说写作，尤其在
海外华文圈里，产生了不可
抗拒的影响，成为审视、研
究海外华文作家无法绕过去
的一个“代表”。

这得益于这些年来，她
将自身人性中最为保贵的

“暖”，化为摇动在文字中的
红烛，如她 20年旅居海外依
旧不改的乡音，渐变成她文
学中“标签”般的精神气质
与原乡底色，使她成为独一
无二的“这一个”。

地理意义上的原乡与广
大意义上的祖国

分享会上，商丘师范学
院人文学院院长李可亭教授
对方丽娜的创作作了题为
《在异域文化与故土情怀中游
走》的评论。商丘日报报业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商
丘日报社社长刘道明在会上

说，除作家的身份外，方丽
娜更是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
使者。在异国他乡，她用东
西方文化融合的视野，向世
界传播着东方文学独特的魅
力，以及她对中国当代人文
发展的思考。

“几天前的这个时辰，我
正和家人一道，忙着煮稀饭，
馏馒头，守着几样小菜说说笑
笑地吃早餐。每天面对火热的
亲情和汹涌的友情，感动着，
激动着……自己在万里之外
魂牵梦绕的，不就是这个地方
吗？！”这是方丽娜散文《归去
来兮》中的一段话，游子怀亲、
羁旅感伤的故土情怀，洋溢于
字里行间。

旅居海外 20年，方丽娜
时常这样，忍不住回望故
乡，思考人生。“人生是什
么？也许人生就是怀着乡愁
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的过
程”。肉身之家在异国，漂泊
之魂永系故乡与祖国。

方丽娜说，故乡对她有
两层含义，有形的，与无形
的。“惯常的那种乡愁，在自
己身上已多半表现为一种内
在的精神依恋。融入她的文

学创作，便是不知不觉地出
现来自故乡的古城、老墙、
护城河、芦苇丛，以及清香
四溢的泡桐花……这些明显
打着童年成长烙印的东西，
已沉淀为抹不去的记忆，不
由自主地渗透在作品中。”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
职是还乡。小说家与散文家
亦是一样，一生无不在借其
作品回望故乡，亲近故乡。

“故乡的一草一木，已然融入
了我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底
色，家乡的一举一动，都牵
动着我的神经与情感，与自
己血脉相连。”

凝视方丽娜的作品发现，
方丽娜的“故乡”早已不仅仅局
限于她地理意义上的原乡，而
是广大意义上的祖国，一个远
远高于地理意义上的大故乡、
大故土。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听
《二泉映月》，引发她作为一个
中国人的自豪。回国与先生两
个人的红色之旅，感慨“中国的
土地上早已响起了自强自立的
惊雷”。由此看，她作品中难以
抗拒的美丽乡愁，既来自于生
养自己的故乡，更来自于一
个越来越强大的祖国。

远方有诗意 醉美在故乡
——华裔女作家方丽娜作品分享会侧记

□ 本报记者 班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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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丽娜在分享会上介绍自己的作品和人生历程。 乐 天 摄

“张睢阳齿”这一典故，指唐朝时张巡坚
守睢阳，咬牙切齿讨逆贼。典出宋·文天祥
《正气歌》：“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据史籍记载，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
乱，河南城邑几乎尽陷，而睢阳因睢阳太宗
许远率军民坚守，仍然在唐军手里。许远觉
得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守住睢阳，请当时在宁
陵的张巡来睢阳一起固守。张巡来睢阳与许
远合兵，誓死守城，许远自觉在军事上不如
张巡，将全军总指挥权让给了张巡。张巡浩
气冲天，《旧唐书·张巡传》载：“张巡每战
大呼，眦裂血流，齿牙皆碎。及城陷，贼将
尹子奇谓巡曰：‘闻君每战眦裂，嚼齿皆碎，
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气吞逆贼，但力不
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视其齿，存者不
过三数。”后因以为忠义的典型。文天祥的
《正气歌》中列举“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
青”的几个忠臣烈士，其中有“张睢阳”和

“颜常山”。“为张睢阳齿”讨贼愤怒得咬碎牙
齿，“为颜常山舌”则指“安禄山叛乱中，常
山太守颜杲卿因城陷被俘，骂不绝口，禄山
割其舌，问：‘复能骂否？’”杲卿不屈而死
(见 《新唐书·颜杲卿传》 )。后以“常山
舌”指其事，为宁死不屈之典。颜杲卿是唐
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堂兄，安禄山叛乱后，
他因为力量不够，假装投降，镇守常山（今
河北正定），后招募兵马，攻占井陉关，断安
禄山退路。安怒，派史思明围常山，颜杲卿
被抓。

张巡、许远等英雄守睢阳时间长达十个
多月，与叛军交战四百余次，最后城内粮
绝，军民多战死、饿死、病死，气尽力歇。
唐至德二年（757年）癸丑（十月九日），叛
军终于攻入睢阳这座抵御了他们将近一年的
城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叛军付出了十余
万将士伤亡的代价。叛军登城出乎意料的顺
利，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睢阳几乎已是一座
死城，除了几百个被饥饿和病痛折磨得奄奄
一息的士兵和人数差不多相同、情况甚至更
糟的老百姓之外，他们还能看到的就只是俯
视即是的累累白骨。张巡、许远和南霁云、
雷万春等三十六位将令被俘。张巡被押到叛
军统帅尹子奇面前，二人有一段简短的对

话，后来载入了《旧唐书·张巡传》。
据记载，尹子奇因此对张巡起了敬重之

心，不忍杀他。部下纷纷劝谏：“彼守节者
也，终不为吾用。且得士心，存之将为后
患。”于是将张巡并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
人一起处斩。将许远送到洛阳，不久也被杀。

在将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拦腰截断的
“安史之乱”中，曾涌现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
英雄，其中尤以张巡和颜杲卿最为著名。

对张巡的功绩，史家众口一词，都给与
了最高评价。《旧唐书》评价说：“蔽遮江、
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巡以寡击
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
而巡死，巡之功大矣。”《新唐书》说：睢阳
之战“大小四百战，斩将三百、卒十余万。”

“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
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豗溃
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
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
万可矣。”韩愈《张中丞传后序》说：“守一
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
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
其谁之功也？”

张巡、许远等英雄殉难后，皇帝下诏，
赠张巡扬州大都督，许远荆州大都督，南霁
云开府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立庙祭
祀，并重用诸位忠臣的子孙。由此，张巡、
许远等英雄坚守睢阳一事惊闻天下，英雄们
可歌可泣的精神为国人敬仰，各地纷纷立庙
建祠。商丘建有双英 （张巡、许远二位英
雄）庙，并为六位主要英烈建了六忠祠，把
英雄们尊为神灵。

文天祥的《正气歌》列举了十二位“时
穷节乃现”的古代先贤，气贯长虹，光耀中
华，其中的“张睢阳齿”和“颜常山舌”后来都成
了成语。明朝末年，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率兵
民坚守扬州，抗拒清兵，宁死不屈，面对强敌，
就常以“张睢阳齿”激励将士。

张睢阳齿
□ 刘秀森

对联以上下联两联相对而得名，对
联起源于桃符。到了宋代，过春节贴对
联渐成习俗。王安石元日诗云：“千门万
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以证
明这一点。宋人笔记中所载当时名流撰
写对联的轶事极多。如张邦基 《墨庄漫
录》 说苏东坡在黄州，除夕时，访王文
甫，见王正准备春联，于是戏书一联，
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
欢。王应麟 《困学纪闻》 楼攻愧写的对
联：门前莫约频来客，坐上同观未见
书。亦也是当时楹联之盛，且所书并非
春联吉语所限。孙奕 《履斋示儿编》 载
黄耕叟夫人三月十四日生吴叔经作寿联
云：天边将满一轮月，世上还钟百岁
人。朱熹也曾于绍兴五年 （1194） 筑沧
州精舍，时年六十五岁，自书一联曰：
佩书遵考训，晦木谨师传。可见用对联
祝寿或自述生平之志，在宋代已有之。

对联发展至明清两代时，更为流行，
因皇帝提倡。明太祖朱元璋有一年除夕下
圣旨，命令所有公卿士庶，各家门上都张
贴春联。并亲自题写一副对联赐大臣陶
安：“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
人”。朱元璋为让朱氏门第永远有福，命家
家用朱色纸写“福”字，贴在门上。楹联
佳作、古今俱多，书有记载。清代四川才
子李调元年资太嫩，于是考生们问：洞庭

八百里，山茫茫，水淼淼，大主
考何地而至（上联）。

答：巫山十二峰，烟霭霭，
雾腾腾，老神仙自天而降。（下
联）问得刁钻，答得俏皮，诸生
叹服。

有人曾以五言联赠郑板桥，
板桥展视上联，为：“三绝诗书
画”，不看下联，自己思考应以何
对为好，久不得当，始看其下
联，乃云：“一官归去来”，不禁
叹绝。

民国初期，北京有京剧女演
员金玉兰，声容并妙，家寓宣
南。有一晚上前门外某剧场她演
《玉堂春》，回家后得急性病而

亡。老名士易实甫作挽联云：《玉堂春》意
作尾声者回宣武城南，真个曲终人不见；

《广陵散》今成绝响若过正阳门外，只余花
落水流红。上联实写，下联虚写，极见映
衬之妙。曲终人不见，花落水流红，用成
句相对，融化自然，恰到妙处，对联发展
到今天，遍及全国，经久不衰，深为广大
人民的喜爱。

一切文字作品，皆以言尽意穷，了无
余韵为忌，写对联要切题，更要注意含蓄
之美。旧时某理发店门前有一副：虽属毫
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毫末，顶上，皆
一语双关，不离理发，却又不只于此，引
人许多联想，口气很大，内涵丰富，表现
出一种自豪感。

上下联避用重字，乃为常规，可是有
人偏用重字，叠词相对，也别有风味：

似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
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是谁。
这副对联说的是演戏能进入角色，忘

掉自我，才逼真其人。一副二十二个字的
对联，用了十二个重字，可是每个我和谁
都各有所指，含义不同，耐人寻味。

总之，对其格式，无过分繁琐，心知
其意，而举一反三，只要博览群书，多学
诗词名联，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那自然
挥洒自如，下笔有神。

浅谈对联
□ 袁业春

方 丽 娜 向 参 会
者赠书。 乐 天 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了
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启迪
未来。”中国侨联副主席隋军近日在
清华大学举行的《“一带一路”沿线
华侨华人史话丛书》首发式上表示，
展望未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与世界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
伟大征程中，华侨华人大有可为。

《“一带一路”沿线华侨华人史
话丛书》主编之一、清华大学华商研
究中心主任龙登高对丛书的编撰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侨华人情况
进行了总体介绍。他指出，丛书以丰
富的历史资料和学术研究成果为基
础，以雅俗共赏的文风，讲述华侨华
人多姿多彩的故事，由此透视中华文
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碰撞，启迪当
今“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华侨华人史
话丛书》是广东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
的大型主题出版项目，该丛书第一辑
共四册，分别是《泰国华侨华人史
话》《缅甸华侨华人史话》《新加坡华
侨华人史话》《印尼华侨华人史话》。
丛书采用文学化的方式讲述历史，以
各国华侨华人为切入点，依据丰富的
历史资料和学界研究成果，讲述了千
百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共商、共建、共享”的故事。

《“一带一路”沿线华侨
华人史话丛书》在京首发

中国电影资料馆近日发布的中国
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重点国产影片《春天的马
拉松》《大路朝天》《中国合伙人 2》
等获得了观众青睐。

2018年11月底，由国家电影局指
导，中影股份、华夏电影公司等单位
联合推介了 9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
重点国产影片，包括 《春天的马拉
松》《照相师》《大路朝天》《闽宁
镇》《中国合伙人 2》《黄大年》《天
渠》《热土》《片警宝音》。

中国电影资料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针
对 2018 年底上映的 10 部影片，其中
包括 5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重点国
产影片，覆盖全国一二三四线城市。

调查显示，4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重点国产影片尤其获得观众青
睐，分别为讲述浙东山村筹备国际山
地马拉松分站赛故事的《春天的马拉
松》、展现基层民警坚守精神的《片
警宝音》、表现中国互联网人奋斗精
神的《中国合伙人2》、反映交通建设
和路桥工人生活的《大路朝天》。

与以往档期不同的是，本次调查
居于普通观众满意度第一位的不是典
型的商业类型影片，而是主旋律献礼
片 《春天的马拉松》。调查分析认
为，该片通过生活化的农民琐事生动
呈现了农村新风貌，情节紧凑，以小
见大，得到了普通观众较高的认可。

（据新华社）

《春天的马拉松》等改革开放
40周年献礼片获观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