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３４ 中外文化与文论 （ ４ ２ ）

论新时期残疾人作家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意义
——

以 西部残疾人作家为 例
＞

邓 利

摘 要 ： 新 时 期 以 来 ， 残 疾人作 家 的 散 文 写 作 悄 然 崛 起 。 绝 大

多 数残疾人作 家 的 创 作 目 的 是 宣 泄 情 绪 ， 这种 对抒情 与 倾诉 的 渴 望

决定 了 残疾人作 家对散 文 文体 的 选择 。 他 们 的 散 文创 作体现 出 两个

特 点 ： 其 一 ， 在价值取 向 上坚 守 善 良和 坚 韧 ； 其 二 ， 在 审 美取 向 上 ，

以 质朴坦诚 之笔表现 由 残疾 引 发 的 各类 感 受 。 由 此 ， 他 们 散 文 的 意

义在 于 改 变 了 残疾人 的 失语症状 ， 为 散文开拓 出
一个新 的 表现领域 ，

为 读 者提供 了
一个新 的 认知 世界 ， 也净化 了 当 代 中 国 人 的 心 灵 。

关键词 ： 残疾人作家 散文 特点 意义

一

悄然崛起

新时期以来 ， 散文经历了最初的滞缓发展之后 ， 在几代作家的

共同努力之下复生 ， 而且越生越茂 。 许多读者在选择文化消费时首

选散文 ， 各大出版社 、 各种报刊和文学网站 、 电 台 ， 无处不在传播

散文 ， 中 国庞大的散文文化市场业 已形成 。 在热闹非凡的散文创作

中 ， 新时期残疾人作家的散文创作悄然崛起 ， 创作者人数众多 ， 作

品数量丰厚 ， 风格鲜明突 出 。 他们 中 的每个人都在用心地经营着散

文 。 以西部作家来看 ， 有 的 以创作散文为主 ， 兼及其他文学形式 ，

如丁海波 、 王仕学 、 韦夏夏 、 张淑萍 、 陆政英等 ； 有 的 以创作其他

文学样式为主 ， 兼及散文创作 ， 如夏天敏 、 李万碧 、 龙新霖 、 贺绪

林 、 刘水 、 王小泗等 ； 有 的是散文和另一种文学样式双管齐下 ， 甚

至散文和其他多种文学样式多管齐下 ， 如李少军 、 刘爱玲 、 王庭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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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丹等 。 不论专职散文作家还是兼职散文作家 ， 都将散文创作当作一项事业 ，

而且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去完成 。 从创作实绩来看 ， 上述残疾人作家 出版 了各

类散文集 ， 有个人的散文集 ， 如陆政英的 《无名花 》 《望天 》 、 李少军的 《坐

在阳光里 》 、 李彬的 《风 中 的灯有多美 》 、 杨柳岸 的 《守望家园 》 、 倪德贵的

《北盘江纪事 》 、 谢长江的 《红麦穗 》 、 桑丹的 《幻美之旅 》 、 马序坤的 《 心 中

的篝火 》 、 夏天敏的 《情海放舟 》 等 ； 有个人的诗文合集 ， 如刘岳华的 《维纳

斯星座 》 、 陆梦蝶的 《梦随蝶舞 》 、 薛云平的 《故 乡 的风 》 等 。 除此之外 ， 华

夏出版社出版的
“

中 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丛书
”

中 的 《为了生命的美丽 》 《放飞

希望 》 《收获感动 》 和 《让爱改变一切 》 集 中展现了残疾人作家散文的风貌 。

此外 ， 还有大量发表在各级报刊 、 各大文学 网站的未收入成书的散文 。 新时

期残疾人作家创作的散文类型也十分丰富 ， 既有狭义的抒情散文 、 叙事散文 ，

也有广义的杂文 、 报告文学 、 散文诗 、 自 传 。 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散文创作

群体 ， 本文无意建立一个新的散文理论 。 其实对散文的 品格文学界早 已成为

共＾１ ， 本文也无意给予一个新的命名 ， 因为在散文这个大概念下 的任何新的

命名都离不开
“

散文
”

概念的 内涵 。 本文只是以西部残疾人作家为例做 出 如

下思考 ： 残疾人作家的散文创作是否形成群体特色 ？ 他们的散文创作是否有

自 己 的独特性 ？ 他们的散文创作是否为新时期散文做 出 了特殊的贡献 ？ 通过

对以上问题的解答 ， 再进一步 回答 ： 是否有必要对新时期残疾人作家的散文

进行独立研究 以及这种研究是否可能 ？

二 、 创作动机 ．

？ 情感宣泄

与其他作家
“

经世致用
”

的文学创作动机不同 ， 残疾人作家几乎都是 以

身体残疾为契机而创作的 ， 绝大多数残疾人作家创作的 目 的都是宣泄心 中 由

残疾带来的郁愤 。

残疾人作家在明 白 自 己身体残疾的事实之后 ， 都产生过程度不 同的极端

情绪 ， 或脆弱 、 悲观 、 自 卑 、 绝望 ， 欲以死寻求解脱 ； 或亢奋 ， 行为举止疯

狂冲动 ； 或冷漠 ， 对一切都无动于衷 。 还有很多残疾人作家都 曾 因身体残疾

而有过轻生念头 ； 杨嘉利 因身体残疾无法获得爱情 ， 灰心丧气 ， 几欲 自 杀 。

陈智敏本已接到 中 山大学录取通知书 ， 但工厂机器将他的左手臂截断 ， 在 出

院后 ， 拿出几十粒安眠药 ， 准备 自 杀 ， 自 杀未成 ， 又想投江 自 尽 。 身体残疾

造成的挫败感使残疾人的生活状态发生 了 巨大变化 ， 他们体验到个体生命价

值的欠缺 、 社会认同感的缺乏 ， 进而 自 我否定乃至厌恶 。 他们既因不能很好

地适应周 围世界而感到惶惑 ， 也因周 围世界拒绝或排斥而感动被轻视 。 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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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己 的极端情绪 ， 残疾人的心态可能分化为两种情况 ： 要么索性沉到底 ， 由

此走向沉沦 ； 要么经过内 心炼狱般的煎熬 ， 经某种事件的触发而感悟 ， 向 积

极方向发展 。 消除极端情绪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 借文学创作宣泄郁积于心

的苦闷则是途径之一 。

２ ０ １ ５ 年 ， 我们对四川省 ２ ５ 位残疾人作家的创作动机进行调查 ， 结果显

示 ： 有 ９ 人想通过创作体现 自 身价值 ， 让人生更有意义 ； 有 ５ 人认为 ， 创作

既体现 自身价值 ， 又能宣泄情感 ； 有 ３ 人认为 ， 创作既可 以带来经济收入 ，

又能体现 自 己 的价值 ， 还可 以宣泄情感 ； 有 ４ 人认为 ， 创作可 以宣泄内心的

情感 ； 有 １ 人认为 ， 创作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 ， 满足社会需要 ； 有 ３ 人认为 ，

创作是兴趣所在 ， 只想写出 自 己感兴趣的作品 。 综合起来看 ， 有 １ ７ 位作家的

创作 目 的涉及 自我价值体现 ， 占所调査人数的 ６ ８％ ； 有 １ ２ 位作家的创作 目 的

涉及宣泄情感 ， 占所调査人数的 ４ ８ ％ 。 从此项调查来看 ， 对于大多数残疾人

作家而言 ， 写作既是对现实 （残疾 ） 的超越 ， 也是对命运的超越 。 李仁芹在

调查中说 ， 她将文学 当作她情感宣泄的途径 ， 她渴望用文字和世界交流 ， 并

希望从中找到共鸣 ， 慰藉心灵 。

文学创作中 ， 散文是一种侧重于表达 内心体验和抒发 内心情感的文学样

式 ， 是表现作家个人情感最直接 、 最方便 ， 又最具有艺术韵味 的文体形式 。

小说 、 戏剧 、 影视也可 以抒情 ， 但相较于散文的直抒胸臆 ， 小说 、 戏剧 、 影

视多依托人物 、 事件 、 环境等进行间接抒情 。 诗歌也抒情 ， 但相较于散文依

托真实形象 、 真实事件和真实景物进行抒情的方式 ， 诗人更多是借高度概括

的 ， 甚至是已经变形的意象来抒情 。

残疾人作家渴望情感宣泄 ， 与散文独抒性灵的特点不谋而合 ， 因此 ， 散

文是残疾人作家的必然选择 。 残疾人作家有着强烈的抒情渴望 ， 情感既是残

疾人作家创作散文的起点 ， 也是终点 。 王祥林写 《 回望七月 》 是因为
“

七月

以及和七月 有关的笑和泪一幕幕在闪现 ， 使我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

。 散

文独抒性灵的特性最大限度满足 了残疾人作家的这一要求 ， 因而几乎所有进

行文学创作的残疾人作家都选择写散文 。

残疾人作家与散文的这种关系决定 了他们 的散文创作是一种坚守生命本

色的创作 。 对于残疾人作家而言 ， 散文在终极的意义上是生存方式与言说形

式的合二为一 。 散文的
“

真情
”

和
“

自 由
”

的特点使散文写作成为残疾人生

活的
一部分 ， 成为他们对抗宿命的一种方式 ， 甚至成为他们的一种思维方式 。

① 王祥林 ： 《 回望七 月 》 ， 见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编 ， 《收获感动 》 ， 华夏出版社 ， ２００ ６ 年 ， 第

５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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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几千年来中 国文学所倡导的审美核心——意境无关 ， 它甚至与审美本身

也没有关系 ， 而成为一种纯粹的生存记录 。 散文创作仅仅是一种姿态 ， 是向

残缺生命的宣战 。 散文之于他们 ， 并非一种文学形式 ， 而是一种生命形式 ，

是他们生命的一种延续 ， 文学性被最大限度地削弱 ， 文本凸显的是个体生命

的历程 。 残疾人作家创作散文 ， 即是在审美视域下重新打量生活 ， 重新寻找

生存下去的理 由 。 通过散文创作 ， 他们关注 自 我 ， 追随心灵的感受 ， 从 自 己

的 日 常状态 ， 更细致地勾 画残疾人世俗生活 的 图景 ， 进而超越平庸 。 他们写

的就是 自 己经历的 ， 就是没有经过虚构 、 变形 、 典型化等艺术处理的
“

准原

生
”

文字 。

在理解了残疾人作家的这种创作意图之后 ， 我们就会明 白 ， 必须 以情感

去理解情感 ， 以心灵去贴近心灵 ， 以激情去燃烧激情 ， 唯有如此 ， 才能达到

阅读时生命间的沟通和理解 。

三 、 价值取向 ： 善 良和坚韧

（

一

） 善 良

残疾人作家在经历 了惨痛的人生经历之后 ， 并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加人
“

恶之花
”

的大合唱 。 残疾人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 困难 ， 感受到 了命

运的无常 、 个体的无助和人情的冷暖 ， 但他们更在生命受难的过程 中感受到

了善 良 ， 并且比常人更能铭记这种善 良 。 他们 的散文首先表现的就是人间 的

善 良 。 他们虽然承受着命运 的不公 ， 但在他们 的散文 中却鲜有悲悲戚戚的埋

怨 ， 也没有怨天尤人 、 愤愤不平 ， 更没有绝望。 他们反而书写了 比其他作家

更多的善良 ， 作为一种群体性的行为 ， 这值得我们 留意 。

刘水的散文主要是对儿时生活的 回忆 ， 所忆之人全部是善 良的好人 。 《表

姐 》 中 的表姐不嫌弃
“

我
”

的残疾丑陋 ， 桃花开 了 ， 撷来一枝 ， 艳艳地插在
“

我
”

的窗 口
； 石榴熟了 ， 挑最鲜最甜的颗粒放进

“

我
”

手心 ； 雪花飘了 ， 背

着
“

我
”

踩着厚厚的积雪 ， 去寻找鲜艳夺 目 的红梅 ； 锣鼓响 了 ， 背着
“

我
”

挤进熙熙攘攘的人群看样板戏 。 在表姐的带动下 ， 身边的小伙伴也变着法子

的逗
“

我
”

开心 。 《二妹 》 中 的二妹侠风浩然 ， 以孱弱的身躯外 出 打工挣钱 ，

想以 自 己单薄的力量拯救贫穷的家庭 。 《奶奶 》 中 的奶奶 ， 虽不信佛 ， 却是野

马河两岸远近闻名 的大善人 ， 连一只飞蛾都不忍心捏死 。 《约定今生 》 中 的母

亲 ， 看似粗暴 ， 实则爱子心切 ； 《永远 的冰树 》 中 的外婆和家中 的其他长辈 ，

对
“

我
”

千般疼爱 、 万般体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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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水对具体亲人的事实 回忆不同 ， 谢长江无论对母亲还是父亲 的描绘

都超越个体 ， 成为善 良的代称 。 谢长江笔下 ， 母亲的善 良体现为温柔和睿智 。

谢长江描绘母亲的善分为两类 ： 第一类是直接描写母亲 的善 ， 第二类是将母

亲的善与各类 比喻相联系 。 第
一类比如 《生长我们 的季节 》 中 ，

“

我
”

沐浴金

黄的 阳光 ， 充分享受到 了母亲的抚慰。 《采茶时节 》 中 ， 母亲炒制竹叶青茶 ，

像在谱
一

曲音乐 ， 说话也轻轻的 ， 把对 日 子的爱意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全揉在

茶叶里 ， 这时的母亲犹如茶叶中的精灵 。 《小船 》 中 的母亲让希望从她温柔的

爱心里飘起 。 《村庄的篱笆 》 中 的母亲能给痛苦的人带来幸福 ， 为他们系上幸

福的红绳 ，

“

母性的阳光抚摸着男人开放的思想 ， 把村姑的笑语温暖成新鲜的

花朵
”？

。 《神圣的责任 》 中 ， 母亲和对亲人的祝福联系在一起 ，

“

也没有任何

理由不在这片土地上收藏母亲那些热切的盼望和祝福
”？

。 《步入春天 》 中 ， 母

亲与智慧相联系 ， 母亲是得道的神仙 ， 炒制 了奇妙的竹叶青茶 ，

“

让我的思想

孕育在这茶香里
”

，

“

步人真正的春天
”

。

？ 集中体现谢长江对母亲情感赞赏的

是 《麦地 献给已故的母亲 》 。 作者将母亲的善 良与麦地相联系 ， 借麦地写

母亲 ， 包含三层意思 ： 其一 ， 母亲的 自 我牺牲是我们生存的希望 。 母亲用汗

水浇灌着麦地 ， 使我们得到温饱 ， 母亲 的辛劳换来生命的延续 ， 其二 ， 母亲

是乐观 、 包容 的象征 。 母亲一生辛勤劳动 ， 但在麦地却展开 了无边的笑容 。

第三 ， 母亲是温柔 、 温暖的象征 。 母亲绽放 出幸福的清香 ， 歌唱 出最温暖的

声音 。

“
一

片片豆叶如母亲劳动的手掌
”？

， 将豆叶 比作母亲劳动的手掌 ， 突出

母亲无私的奉献 。

“
一朵朵舒展的希望 ， 在母性的土地上辉煌

”？
， 将土地 比作

母亲 ， 实则突出母亲对生命的孕育 、 对子女本能的爱 以及牺牲 自 我 、 甘为人

梯的无私精神 。 《我很幸运 》 中 ， 诗人将母亲 比喻为山 中雨后的彩虹 ， 将 自 己

写诗的灵性和母亲相联系 ， 写诗的灵性在母亲每一碗茶汤里获得洗礼 。 《夜

饮 》 将妻子 比作太阳 ， 妻子散发着母性的光芒 ， 将男人的夜饮化妆成温馨的

菊园 ， 写出 了母性对男性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 《梦 》 中 ， 妈妈有 明亮的眸子 、

甘甜的乳汁 ，

“

妈妈是书 ， 她有很多故事很多童话告诉我 。 我陶醉在妈妈温暖

的怀里
”？

。 将母亲 比喻为书籍 ， 突 出母亲的智慧 ， 有 了这种智慧 ， 母亲的怀

抱仿佛是一方湛蓝的天 ，

“

我天真地去捧太阳 ， 我好奇地去摘星星 ， 我多情地

①谢长江 ： 《红麦穗 》 ， 作家出版社 ， ２ ００ ８ 年 ， 第 ３ ４ 页 。

② 谢长江 ： 《红麦穗 》 ， 作家出版社 ， ２ ００ ８ 年 ， 第 ７ 页 。

③ 谢长江 ： 《红麦穗 》 ， 作家出版社 ， ２ ００ ８ 年 ， 第 １ ２ ６ 页 。

④ 谢长江 ： 《红麦穗 》 ， 作家出版社 ， ２００ ８ 年 ， 第 ４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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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搂月 亮
”？

。 在这里 ， 母亲已经超越具体的身份而成为女性的代名词 。

谢长江不仅展现女性的善 ， 也展现 以爷爷 、 父亲为代表的男性 的善 ， 这

种善是勤劳 、 民主 、 平等 、 无私 。 谢长江的散文 中 ， 爷爷 、 父亲的形象总是

与劳动 、 田野 、 丰收 、 农作物相联系 。

“

爷爷戴上草帽 ， 从包谷和洋芋的地头

走来 ， 将我轻轻抱起 。 我的全身 ， 沾满 了 阳光的芬芳 ， 而爷爷的手上 ， 沾满

了五月 的泥土 。 我就在这样的季节里生长
”？

。

“

我听见父亲丰收的秋之歌 ， 从

故乡 的苇叶儿上 ， 轻轻的滑过
”

， 父亲站在波动着绿浪的 田野里 ， 心思早 已随

那一叶叶洁 白 的柔光在秧苗间起伏 ，

“

细细地听 ， 真能听 出他在庄稼上惬意的

心情 ， 美好的年景就开始从父亲 的心弦上轻盈地飞人悠远的天空里
”？

。 上面

这些描写 ， 将爷爷 、 父亲与农耕相连 ， 突 出他们 的勤劳 。 爷爷 、 父亲也是希

望的象征 。 《栖息在故园的秋天里 》 中 的爷爷辛勤劳作 ， 脸上沾满泥土 ， 擦汗

的姿势也很沉重 ， 但爷爷用辛勤的劳动哺育着
“

我
”

， 把
“

我
”

看作他手掌心

里一只小小的 白鸽 ， 将
“

我
”

放飞到远方 ， 让
“

我
”

收获了诗歌 。 《父亲手掌

上的种子 》 中 ， 种子在父亲粗大的手掌上闪着光芒 ， 父亲播下神话般的种子 ，

于是 ， 生活一 日
一

日 绿起来 。 《 面对村小 》 中 ， 父亲用粗大的手掌养育着我

们 ， 让我们感受到 了童年的乐趣 ， 让我们如一只 只欢乐 的蝴蝶 ， 飞舞出 山 中

轻快的彩梦 。 爷爷 、 父亲也是
“

我
”

童话的翅膀 ， 他们用手中的蒲扇 ， 托着
“

我
”

飞过那道高高的 山梁 ， 成就
“

我
”

的远游之旅 。 但不论
“

我
”

离开父亲

多久 ， 父亲的声音依然响亮 。

“

我
”

感到有父亲 的 日 子是这样的和谐 、 亮堂 ，

“

我
”

的诗歌在父亲音乐一样流畅的汗水声中抽穗 、 扬花 。

王小泗在他的散文 中写 了儿时的伙伴 、 打工的工友 ， 甚至许多未 曾谋面

的诗友 、 网友 。 华明有着古道热肠 ， 左邻右舍的大小事情他都热心相助 ； 张

平参加各类慈善活动 ； 黄德茂珍惜粮食 ， 将饭桶 中 的残羹收集起来 ， 下一顿

再吃 ； 寒冷的冬季 ， 凡哥脱下打了许多补丁的棉衣给
“

我
”

套在身上 。 丁海

波的 《 昨夜有雨 》 、 贺绪林的 《挽歌如诉 》 、 秦巴 山娃的 《感动的思绪 》 、 张兰

萍的 《心灵深处的感动 》 等 ， 都叙写了朋友之善 。

残疾人作家在散文中表现善 良的 主题时有两个特点 。 其一 ， 善 良的亲历

感 。 残疾人作家往往通过 自 身亲历的人和事来表现善 良 ， 文 中之人都是现实

中 的人 ， 他们的善 良与复杂的人性相结合 。 无疑 ， 文 中所述之人都具有善 良

的人性 ， 但他们都不是完美的圣人 ， 如刘水的母亲 ， 不仅没有理想 的母亲那

样的温柔 、 亲切 、 细腻 ， 反而有一点粗鲁 ， 但 当她搂住儿子 ， 很怕儿子真的

①谢长江 ： 《红麦棟 ：Ｋ 作家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第 １ ０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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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她而去的时候 ， 母爱之情跃然纸上 。 这些散文没有片面地夸大善 良 ， 反而

充分写出 了人的复杂性 ， 写出 了与不完美的人性融于一体的平凡的善 良 。 这

些作家以生命的宽广和宽容来打量一切人与事 ， 他们作品 中 的善 良不是简单

的道德评判 ， 而是指 向更为广阔的人性 ，

一种复杂的人性 。 唯其如此 ， 他们

散文中 的善才更为可信 、 真实 ， 更具亲和力 。 唯其如此 ， 这种善才不会被更

为庞大的恶所吞没 。 其二 ， 善 良的碎片化 。 残疾人作家对善 良的感受基本来

自个体生命的直觉体验 。 残疾人作家并没有接受过叔本华 、 尼采 、 柏格森等

人的生命哲学学说 ， 更没有系统研究过伦理道德范畴中 的善 良 ， 因而没有一

个残疾人作家在散文中完整地阐析人类的善 良应该怎样和可能怎样 。 他们或

是在人物的 回忆中 ， 或是在事件的记叙中 ， 或是在个人的呢喃絮语中展现着

碎片化的善 良 。 当然 ， 尽管只是一些小心翼翼收集起来的碎片 ， 但这些文字

足以让人感动 。

（
二

） 坚初

西部残疾人作家的散文不仅展现了人类的善 良 ， 还证实了善 良对人的潜

在影响 。 由于感受到 了善 良 ， 所以残疾人作家们并没有走 向绝望的深渊 ， 善

良确立 了残疾人个体在苦难中 自 我救赎的精神力量
——

内在的坚韧和达观的

态度 。 正如王小泗在 《爱的呼唤 》 中所说 ， 在刚残疾的那几年 ， 人前的坚强

代替不了人后的空虚 ， 强颜欢笑怎么也掩饰不住背后的眼泪 。 他多少次想彻

底了结 自 己 ， 但想到母亲 、 哥哥 、 姐姐 、 朋友 、 邻居 的美好 ， 最终放弃 了这

种想法 。 谢长江说 ：

“

我游进湖泊 中央 ， 天下所有的爱一起 向我涌来
”？

，

“

我

再也离不开这纯真的圣境 ， 亲情的家园
”？

。 表姐的善 良让刘水
“

感到一种淋

漓尽致的痛快 ， 忘记 了病痛带来的苦恼 ， 忘记了瘫痪的双腿 ， 也忘记了孤独

的忧伤
”？

。 因为有善 良的存在 ， 残疾人作家有了乐观的生活态度 ，

“

亮开歌喉

吧 ， 亲爱的 ， 把我们 的诗歌再一次唱 响 ， 用我们全部爱心去赞美生活 的快

乐……
”？ 因为有了善良 ， 残疾人作家看到 了 明天的希望 ，

“

嫩绿的葵苗儿 ，

明天不就是一朵金色的微笑吗 ？

”？“

生活是不能失意的 。 我仍是那希望的主

人 ， 选一个好天气 ， 再一次去收获生活
”？

。

①谢长江 ： 《红麦穗 》 ， 作家出版社 ， ２ ０ ０８ 年 ， 第 ５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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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刘水 ： 《骆轮草 》 ， 华夏出版社 ， ２００ ９ 年 ， 第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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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谢长江 ： 《红麦穗 》 ， 作家出版社 ， ２００８ 年 ， 第 ８ ５ 页 。

⑥ 谢长江 ： 《红麦德 》 ， 作家出版社 ， ２ ００８ 年 ， 第 １ ２ ５ 页 。



西部文化与文学 １４１

善 良使残疾人作家从残疾的痛苦中走 出 。

一旦走 出痛苦的 阴影 ，

一旦醒

悟 ， 他们便以一种
“
一万年太久 ， 只争朝夕

”

的精神去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

以一种时不待我的意识去开拓精彩的 、 有意义的生命 ， 以生命的价值彰显 自

我价值 。 王小泗将 自 己 的作品集取名 为 《零度生活 》 ， 意味着唯有奋力 向上 、

独立创造 ， 用生命的热情去融化环境的坚冰 ， 方能让生命充满活力 。

“

零度
”

以下寒凝成冰 ，

“

零度
”

以上则化为活水 ，

“

零度
”

是一个界标 。 王小泗 阅读

包毅国的 《随州之梦 》 之后 ， 喷发出豪情壮志 ，

“

地球就在我的脚下 ， 世界的

目光正转 向东方 。 天降大任于吾辈 ， 我等责无旁贷 ， 苦其心志 ， 劳其筋骨 。

一万年太久 ， 只争朝夕 ！

”？ 尽管王小泗感到
“

往事东流无限恨
”

， 但他不止于

惆怅 ， 而要
“

他年求索走天涯
”？

。

谢长江曾说 ， 读者可能无法感受到一个曾生活在海拔 １ ５ ００ 多米的高山上

的残疾农民 ， 在追求的过程 中所踏碎的坎坷 、 困惑与悲伤 ， 但他的灵魂
“

就

因努力地迈出坚强的步伐而获得了涅槃
”？

。 谢长江在 《红麦穗 》 中 ， 用诗般

的意境说明人生命的意义在于奋斗 、 进取 。 《朴质的精灵 》 中 ， 谢长江借赞扬

洋芋的精神点 明人应有的精神 ： 在困难的环境 中顽强地生长 。 《绿韵 》 中面对

曾经的荒坡 、 现在的绿韵 ， 谢长江感慨 ：

“

唯有积极的思想和辛勤的汗水才会

浇灌 出无比的欣喜 。

”④
《生命树 》 中 ， 谢长江告诉大家 ， 不要总是囿于过往的

不幸 ，

一切应向前看 ， 即使昨天的梦 已枯萎 ， 但绿色的季节 ， 总是 向着 明天

萌发 。 《岩藤 》 中 ， 谢长江赞颂岩藤 ， 因 为岩藤能把握 自 己 的命运 。 《雄鹰 》

中 ， 谢长江对雄鹰的赞扬就是对勇于把握 自 己命运的人格精神的赞扬 。 《追赶

失落的太阳 》 中 ， 谢长江表现生命的执着 ，

“
一

串弯弯的脚印 ， 诉说一个毫不

动摇的信念
”

，

“

为了追赶失落的太阳 ， 我愿做一只负重长行的骆驼
”？

。 《我们

残疾人 》 可谓残疾人的生命宣言 ， 写 出 了残疾人直面人生 ， 执着追求的心灵

呼喊 。 《这样无过错 》 《
一种感觉 》 《痛苦的时候 》 都表达着一个共同 的主

题——执着理想 ， 不言放弃 。

李仁芽没有被
“

瘫痪
”
一词埋葬 ， 尽管她知道 自 己面对的

“

对手
”

是如

此强大 ， 她个体的能力实在是过于弱势 、 孤单 ， 但她依然每天都在清理 自 己

的
“

垃圾
” “

毒液
”“

霉菌
”

这些可怕 的 、 危及
“

内心
” “

血管
”

和
“

思想
”

的

敌人 。 李仁芽是坚强的 、 自觉的 ， 她属于
“

强者
”

， 她在直面惨淡的人生过程

①王小洒 ： 《零度生活 》 ， 现代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１ ４ １ 页 。

② 王小泗 ： 《零度生活 》 ， 现代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１ １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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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拯救他人 ， 也救赎 自 身的灵魂 。

赖雨意识到虽然 自 己 因为残疾可能只能收获很小的果实 ， 但再小 的果实

也能证明 自 己 的价值 ， 哪怕开出 的花只结一枚酸涩的果 ， 只要别毫无收获就

行 。 她认为 自 己虽然很平庸 ， 但还是希望向大地证明 ， 自 己 曾经耕耘过 。

？

理解了残疾人作家散文 中这种执着的坚守 ， 就不难理解他们在散文 中对

死亡的弱化 。 残疾人作家描写死亡的散文并不少 ， 西部残疾人作家在创作 中

涉及死亡的就有贺绪林的 《挽歌如诉 》 ， 龙新霖的 《祖父 ，

一路扶携我走进文

学殿堂 》 ， 郑利群的 《要活得像一个人 》 ， 沙铁成的 《美丽的丁香花 》 ， 王小泗

的 《爱的呼唤 》 《苦乐童年 》 《外婆的老屋 》 《孩子 ， 你是我们的唯一 》 ， 刘水

的 《小城剪影 》 ， 等等 。 上述散文很少直接描写死亡的场景 ， 尤其是非正常的

死亡场景 ， 往往 以淡淡的一笔带过 。 这是残疾人作家不灰心 、 不绝望 ， 在命

运的打击下坚韧地活着的另
一种表现形式 。 尽管他们也有忧伤和失望 ， 但他

们没有绝望 ， 生活再难 ， 他们也坚軔地活着 ， 即使不可避免要死去 ， 也不对

死亡做大肆值染 。 从这些散文可 以看到 ， 与死亡相 比 ， 残疾人作家似乎更喜

欢写生的坚初 。 死是一种常态 ， 坚韧地活才是值得书写的非常态 ， 是一种奇

迹 。 活着 ， 不仅要承受病痛的折磨 ， 而且也要面对因病痛而改变的人生 。 坚

韧地活下去 ， 彰显的是残疾人作家对生命的珍爱 。

四 、 审美取向 ： 坦诚和质朴

感情的表达需要散文这种体裁 ， 这种体裁本身又塑造了残疾人作家散文

的内在结构 ， 从而使散文在残疾人作家这里拥有 了更加外 向 的对话形态 ， 成

为情感的呼告与细语 。 残疾人作家的散文 以一种不加修饰 的方式关注 自 我 ，

追随心灵 。

（
一

） 坦诚

坦诚并不是残疾人作家散文独有 的特色 ， 但他们写 的 内容却是独有 的 。

当我们还在担心 以
“

残疾人作家
”

为他们命名是否有不尊重残疾人之嫌时 ，

残疾人作家在他们的散文中却毫不避讳地真挚袒露残疾引 发的心理障碍和与

此相关的感受 ， 真实得就像赤裸裸地站在你面前一样 。

第一 ， 他们通过真实的心理描写 ， 毫不遮掩地表现 自 己 由残疾带来的性

格缺陷 。 身体的残疾不仅给他们带来生活等多方面的不便 ， 也使他们 的家庭

① 赖雨 ： 《群山之上 》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８ 年 ， 第 １ １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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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沉重的代价 。 长此以往 ， 残疾人 内心可能 出现 自卑等心理障碍 ， 最终产

生怨恨心理 。 残疾人作家真实地表现了这种心理 。 王小泗在 《零度生活 》 中

说 ， 其实父亲本不应该走得那么早 ， 都是因为他的不幸 ， 父亲才过度悲伤 ，

病情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到 了无药可救的程度 。 现在 ， 他都无法想像当时父亲

是怎样度过那些如针锥心 的 日 子的 。 从 自 己 出事的那一刻起 ， 母亲的磨难就

开始了 。

一个原本身体健康的人突然残疾 ， 他在短时间 内肯定无法理智地承

受厄运 ， 于是心理上的 自卑与敏感便格外迅速地向极端蔓延 。 王小泗的这段

描写将残疾人的 自卑 、 敏感 、 对 自 我 的怨恨表现得淋滴尽致 。 其他残疾人作

家也通过真实的心理描写大胆表露 自 己 的 自卑 、 敏感 ， 甚至轻生的冲动 。

第二 ， 真切描写残疾引发的行动不便以及就医体验 。 王小泗写小脑偏瘫

的人走路 ：

这时 ， 我那无 力 的 身 子 ，
又厉 害地摇晃起来 了 。 这摇晃让我 的 拳头

握得更 紧 了 ， 我的嘴跟着一咧 ， 赶紧停下脚步 ， 先稳住那摇晃的 身子 。

①

李仁芽病情复发 ， 视力下降 ， 她是这样记录病痛中 的孤独心情的 ：

在这些黑暗的 日 子里 ， 我一 个人躺在床上异常孤独 ， 渴 望 门 口 有 熟

悉 的 陌生的脚步 声 ， 希望有人来敲我 的 门 ， 我愿意陪着任何人 ， 哪怕是

个老人也好 ， 是个 小 孩我也愿 意逗弄下 ， 没有任何素质谈资的人我也愿

意 陪着浪 费 这 漫 长 的 时 光 。 可是 ， 我 终 究 是 一 个 面 对 着 白 天 黑夜 的

寂寥？
。

再比如写身体的疼痛 ：

快 乐 断 开一会 儿 ， 痛 苦就连接…… 止 痛 片 断 开 一会 儿 ， 奇痒 又连

接…… ③

强 忍着醒来三次 ， 它 经历 我 的体 内 ， 像腻味 的 猫 步 ， 细碎而繁杂 ，

每天向我 索取一牧钢针

夜深 了 ， 钻心 的疼痛再次把我弄醒 。

④

残疾人较之常人与医生 的接触更多 ， 对医生的感情也更为复杂 ， 他们在

作品 中对此进行了描绘 ：

①陈媛 ： 《云上的奶奶 》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Ｕ 年 ， 第 ３ ３ 页 。

② 李仁芹 ： 《重见光明 》 ， ２ ０ １ ４ 年 １ ０ 月 ２ ８ 日 ， 见李仁序的新浪博客 ，
ｈ ｔ ｔ ｐ ： ／ ／ ｂ ｌ ｏｇ ． ｓ ｉｎａ ． ｃｏｍ＊ ｃｎ／

ｓ／ｂ ｌｏｇ  
５ ９ ｂ２ ６ ｅ２ ９ ０ １ ０ ２ ｖ ３ ｚ ｅ ． ｈｔｍｌ ．

③ 李仁芹 ： 《吹出竹的新骨 》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第 ３ １ 、
４ ０ 页 。

④ 王小泗 ： 《零度生活 》 ， 现代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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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辈子我想再也没有 医 院这破地方让我 恐怖 的 了 ， 小 时候 因 为 身

体素质太差 ，

一年里至 少有 ２ ００ 天要跟 医 院打交道 ， 这使得我现在得 了

医 院 恐惧症 。

我想大概只要女人一进 了 医 院 ， 穿 上 白 大褂 ， 就如屠夫走进 了 屠宰

场 ， 提着一把钢刀 虎视 ｉｔ Ｂｆｃ地盯 着病床上的 活物就像盯 着待宰 的猪羊鸡

鸭一样兴奋快活 ，

一样面 目 可憎 与 心狠手辣吧 。

这辈子我打光棍也绝不找 医 生做老婆 。

我急忙灰溜 溜地溜 回病房 ， 只 见一 身 白 大褂的女兵正柳眉 倒 竖的 一

脸杀气地在等着我 。

屁股上的痛在进一步 的扩 大 ， 我听到 了 针头在血 肉 中慢慢探进 的 磨

擦声 ， 皮 肉
一层层 的破裂 ， 全 身 的 血液都在激 荡 着 、 澎 湃着燃烧 ， 总之

我发现这个针头扎进 肉 时很特别 ， 给我 带 来 了
一次全新的 、 完 完全全的 、

破天荒地的难受和痛 苦 ， 它是在一种极其缓慢的状 态 中 刺进我 的屁股捅

进 了 我可怜的 肉 的 。

仿佛还处在那种极度恐惧的状 态 下 一样 ， 我全 身 的肌 肉 神经都是 紧

绷绷 的 ， 而且是僵硬的 ，
此时 ， 我 身体仿佛不是我 自 己的一样 。

？

残疾人作家要接受各种治疗 ， 治疗时的身体反应是难受的 ， 于是残疾人

对医生 、 医院感到恐惧 ， 进而觉得医生仿佛一脸杀气 。 这确实有一些偏激 ，

但却是一个残疾人的真实感受 。

一般人对打针的体验就是短暂的 、 轻微的疼

痛 ， 而在残疾人心 中 ， 针头插进血 肉 能发 出摩擦声 ， 针头能使皮 肉
一层层破

裂 ， 全身的血液都在激荡着 ， 仅仅是打针就让病体更难受 、 痛苦 。 表面夸张

的描绘实际是长期病痛带来的心理感受的真实反映 。 此外 ， 面对医院 、 医生 ，

病人还产生出 自怜情绪 ， 感觉针头捅进的是
“

可怜的肉体
”

。 这些经验与知觉

都是异常的 ， 任何一个健康的普通躯体都没有这样的感知与联想 。 残疾人作

家们坦诚的描绘使其作品具有特殊的认识价值 。

（二 ） 质朴

与坦诚相伴的是质朴 。 残疾人作家的散文质朴得就像呼吸一样 自 然 。 下

面 ， 我们以 比喻和语言的生活化为例来看这个问题 。

使用 比喻并不为奇 ， 奇的是残疾人作家在散文 中常常用 比喻写 日 常生活

中的事物 。

① 罗家成 ： 《崇拜者 （

一

） 》 ， 见新浪博客
“

秦巴山娃
”

， ｈ ｔ ｔｐ ： ／ ／ｂ ｌｏｇ ． ｓ 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ｑｉｎｂａ ｓｈａｎｗ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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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还年幼 ， 身体健壮得像牛犊 。

①

电价涨得跟驴打滚似 的 ｏ

？

好在树是谨慎的 ， 小 心翼翼地绿着 ， 像黄昏 的炊烟 ， 袅袅升腾 。

③

这一刻 ， 我 突然感到 周 围 豁然开 朗 了 很 多 ， 就像一个人被一 直捂住

鼻和 口
， 在 窒 息之极时 ， 这只 手终于放开 了 ， 那个人又终于可 以 无 比顺

畅地呼吸 了 。

④

人活一辈子 ， 就像爬大 山 ， 路 ， 有弯有坎 。

⑤

人生 匆 匆 ， 转瞬 即逝 ， 而人活着的价值却应像青 山 一样永恒 。

⑥

比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与心理因素的制约 。 王希杰先生 曾指出 ：

“

物

理世界的相似点 ， 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 对全人类都是共同 的 。 对物理世界相

似点的利用受到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的制约 。 人们只能在 自 己 的文化和心理

允许的范围之内对物理世界相似点进行开发和利用 。 这就是 比喻之所以具有

民族性的根本原因 。

”？ 在形成比喻的因素 中 ， 如果说物理因素基本上是不变

的 ， 是一个常量 ， 那么文化和心理因 素则是不同 的 。 情感宣泄的创作动机决

定了残疾人作家创作散文时不可能为 了一个字捻断数根须 。 他们严格遵守本

体和喻体之间的情感和氛 围上的一致性 ， 使用生活 中 司空见惯的事物作为喻

体 。 尽管读者对这些喻体并不陌生 ， 但 由 于使用贴切 ， 这些 比喻常常收到化

腐朽为神奇的功效 ， 也为作品平添了几分魅力 。

其次是语言的生活化 。 绝大多数残疾人作家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语言学

习 ， 他们往往借助生活 中 的语言 ， 表现 自 己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生活 ， 这使

他们的文学语言具有很强 的生活化特色 。 鲁谷俊形容母亲的平凡
“

就像故乡

①李治疆 ： 《坎儿井边 》 ， 见中国残联宣文部选编 ， 《放飞希望 》 ， 华夏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 ４ ５

页 。

② 刘生文 ： 《夜半三更 ＞） ， 见中 国残联宣文部选编 ， 《放飞希望 》 ， 华夏出版社 ， ２ ００ ９ 年 ， 第 ７ ６

页 。

③陆梦蝶 ： 《梦随蝶舞 》 ， 宁夏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 ６ 年 ， 第 １ ６ ７ 页 。

④ 陈援 ： 《云上的奶奶 》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 １ ４ 年 ， 第 １ １ ２ 页 。

⑤ 龙新霖 ： 《祖父 ，

一路扶携我走进文学殿堂 见中 国残联宣文部选编 ， 《 为了生命的美丽 》 ，

华夏出版社 ， ２ ００ ９ 年 ， 第 ８０ 页 。

⑥ 龙新霖 ： 《祖父 ，

一路扶携我走进文学殿堂 》 ， 见中 国残联宣文部选编 ， 《 为 了生命的美丽 》 ，

华夏出版社 ， ２ ００ ９ 年 ， 第 ８ １ 页 。

⑦ 王希杰 ： 《修辞学通论 》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６ 年 ， 第 ４ ２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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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泥土
”？

； 潘柏君写核桃树 ：

“

我和父亲首次发现它时 ， 还只是根拇指般大小

的小秧秧 ， 如今躯干都长成水桶粗了 。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 残疾人作家在散文中用一种生活化的语言将难于表

达的病痛写得十分逼真 。 如王小泗的 自 画像 ：

由 于老吃激素的 原 因 ， 我 的 身体异常发福 ， 胡 须
一 个劲 儿地拼命猛

长 ， 整个脸完全变形 ， 肚子鼓一般的 隆起 ， 可双腿却在一天天萎缩 变形 ，

以 至于母亲 完全无力把我搬到轮椅上 。

③

直 白 的 口语 、 如实的描绘 ， 令一个下肢瘫痪病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

“

我只

能划动无助的脚
”？

， 其中
“

划动
”

将残疾双腿的无力感 、 不可控制感很好地

描绘出来了 。
“

看不见 的左眼 ， 瞳孔发 白 了 ， 而且动不动就疼得像要掉 出

来
”？

，

“

时不时 胃痛如针扎
”？

， 其中 的
“

掉 出来
”“

如针扎
”

将眼睛和 胃部疼

痛的差别表现出来了 。

“

这些已让全身的伤疤连起来足以有我身高那么长 ， 每

每刮风下雨前一截一截 、

一段一段逐渐痉挛失去控制 ， 神经疼得我满床打滚

甚至狂吼乱叫
”？

， 将疼痛蔓延的过程和程度表达出来了 。

“

时光断在疼痛的皮

肤里
”？

， 没有一个生僻的词语 ， 但又表达得很到位 。

残疾人作家散文的语言质朴而具表达力 ， 以简单的语言成就伟大的故事 ，

非但没有削弱散文的表达力 ， 反而让读者震撼 ， 让读者感到 ， 原来人在文字

面前可以如此彻底地表达 ， 没有秘密 。 他们 的散文也存在语言粗糙的弊端 ，

但这并不能掩饰其语言的
“

原生美
”

。

五 、 意义 ： 开拓领域和提升心灵

残疾人作家散文创作独特的价值取向 和审美取向决定 了他们 的创作的文

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 。 他们 的创作为散文开拓了一个新领域 ， 丰富了文学作

①鲁谷俊 ： 《 白发如旗 》 ， 见中国残联宣文部选编 ， 《为了生命的美丽 》 ， 华夏出版社 ， ２ ００ ５ 年 ，

第 ３ ５ １ 页 。

② 潘柏君 ： 《窗外的那株核桃树 》 ， 见中国残联宣文部选编 ， 《 为了生命的美丽 》 ， 华夏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 第 ３ ７３ 页 。

③ 王小洒 ： 《零度生活 》 ， 现代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３ 年 ， 第 １ ２ 页 。

④ 赖雨 ： 《群山之上 》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８ 年 ， 第 ４ ７ 页 。

⑤ 陆梦蝶 ： 《梦随蝶舞 》 ， 宁夏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 ６ 年 ， 第 １ ８０ 页 。

⑥ 陆梦蝶 ： 《梦随蝶舞 》 ， 宁夏人民出版社 ， ２ ００ ６ 年 ， 第 １ ８０ 页 。

⑦ 李治疆 ： 《眷恋 》 ， 见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编 ， 《收获感动 》 ， 华夏出版社 ， ２００ ９ 年 ， 第 １ ７ ３

页 。

⑧ 王小洒 ： 《零度生活 》 ， 现代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１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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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中 的残疾人形象 ， 也丰 富 了对疾病的语言表达 。 此外 ， 从社会学意义看 ，

残疾人作家的散文最大限度地激发读者对生命的尊重 ， 有助于提升 当代 中 国

人的心灵 。

（
一

） 开拓领域

第一 ， 西部残疾人作家的散文为残疾人代言 ， 不 同于身体正常的作家对

残疾人的书写 ， 这改变 了残疾人 的失语症状 ， 为散文开拓 了一个新的表现

领域 。

残疾人形象并非残疾人作家的书写专利 ， 其他作家 的作 品 中早 已有之 ，

但其他作家刻 画残疾人形象时 ， 要么包含隐喻 ， 要么不敢逾越 同情 、 怜悯 、

赞赏的界线 ， 因为他们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残疾人的代言者 ， 可能会受到

某些伦理道德的束缚 ， 因而 ， 他们笔下的残疾人形象单一而僵化 。 西部残疾

人作家写散文是为 自 己 而歌 ， 他们 以 自 身独特的生命体验为其创作 向度 ， 书

写的是 自 己真实的情感 。 因为保持了写作者的主体性 ， 所以他们写得更 自 信 ，

也更放松 。 他们不惮人们 的非议 ， 也不需顾忌是否歪 曲 了残疾人形象 ， 他们

可以直接通过书写 自我 的现实存在再现残疾人的生存境遇 。 他们虽然退守心

灵 ， 但他们的书写是生命感受和生命精神 的综合 ， 是在身体与精神 的合一 中

对 自我的探求和寻找 ， 体现 出现实生活和精神追寻的双重意义 。 他们表达常

人无法言说的身体经验 ， 构建属于 自 己 的文学空 间 ， 从而使散文的写作对象

丰富而多元 ， 为散文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

第二 ， 他们塑造了一系列真实的残疾人形象 ， 丰富 了 文学作品 中 的人物

画廊 ， 有助于人们认识残疾人群体 。

残疾人的世界是一个独特的世界 ， 对此 ， 身体正常的作者只能想象 ， 无

法体验 。 残疾人作家在散文中如实描写他们的生活 ， 真挚 、 大胆地书写他们

的内心 ， 他们的散文中呈现 出真实的抒情主体形象 ， 写 出 了残疾人战胜身体

残疾的心路历程 ， 展现出苦涩 、 痛苦 、 彷徨 ， 但又坚毅 、 执着的残疾人群体

形象 。 这个群体从怯懦 、 悲观逐步走 向 自 尊 、 自 信 、 自 主 、 自 强 ， 真正成为

一个战胜厄运取得凯旋的大写的
“

人
”

。 从王小泗的散文 中 ， 我们看到一个积

极追求生命尊严的残疾人 ： 他积极 、 健康 ， 有卓越超群的意志 ， 他要战斗 ，

要胜利 ， 要权利——平等的权利 ； 他把生命中那荒沙大漠走成了高峰 ， 快乐

地徜徉于文学的海洋 ； 他心境宁静而淡然 ， 由此衍生 出一份难得的闲雅情趣 ，

在春风秋雨 中书写着岁 月 静好 ； 他秉着
“

只为信仰 ， 不为成功
”

的信念 ， 毫

不犹豫地坚守着
“

作家梦
”

， 高擎灵魂的火炬 ， 走 向文学 ， 走进文学 ； 他热爱

自 然 ， 尊重友情 ， 充满温情 。 从罗 家成的散文 中 ， 我们看到一个淡泊宁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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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 从李仁芽的作品 中 ， 我们看到一个内心纷乱 、 迷惘 、 焦灼 ， 又充满企盼

的坚强的残疾女性 ： 这位女性 内心有无数情愫 ， 这些情愫不断分裂 、 冲撞 、

融和 、 消解与重生 ； 这位女性能透过 自 己 的窗 口 ， 关注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 ，

当汶川大地震的鲜血 、 伤 口 、 尸体 、 废墟涌现在眼前时 ， 她原本枯寂的心灵

和麻木的双足也为此颤动 。 从赖雨的散文 中 ， 我们看到一个努力控制 自 己情

绪 ， 不断与 自我抗争的残疾女性 。 从藏族作家桑丹的作品 中 ， 我们看到一个

热爱本民族文化 ， 思考本民族未来的藏族女性形象 。

残疾人的世界往往被其他文学的世界遮蔽 ， 也往往被其他文学的世界利

用 ， 残疾人作家的散文 以 自 己 的话语方式倾诉着残疾人独特的情感体验 ， 通

过个体生命的呢喃向人们展示残疾人的生活史 、 心灵史 。 残疾人作家在散文

中表现的残疾人世界因而显得尤为珍贵 ， 它可以让更多 的人走近残疾人 ， 认

识残疾人 ， 从这个角 度来看 ， 西部残疾人作家 的散文创作具有独特的认识

价值 。

第三 ， 伍尔芙曾说 ， 阻碍文学描写疾病的是语言的贫乏 ：

“

英语能够表达

哈姆莱特的思想和李尔王的悲剧 ， 但没有用于颤抖和头痛的词语 。

”？
由 于病

痛的感受是极端个人化的 ， 公共话语很难准确描述 ， 因而我们在描述某种躯

体不适时 ， 很难找到一个现成的与这种感受完全匹配的表达 ， 而残疾人作家

使用 日 常生活用语描述伤病 ， 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 。

（
二 ） 提升心灵

残疾人作家在散文 中成功地塑造和呵护 了坚钿而善 良的心灵 ， 他们表现

出普通人身上善的存在 ， 表现 出普通人身上战胜绝望的力量 。 它的重要意义

不仅仅在于表现了善 良 的存在 ， 更在于证明 了善 良在现实中 的必要性 ， 它提

供了人性的参照 ， 为文学羸得了喘息的机会 。

面对命运的安排 ， 残疾人作家偶尔也会发 出愤然感慨 ， 但他们更多时候

是平静地接受 ， 接受生命赋予他们的考验 ， 接受现实给予他们 的苦难 。 他们

在沉重的生活 中执着地寻找 自 己 的价值 既然命运无法改变 ， 那就坦然地

承受 。 对苦难命运 的叙述不是创作 的 目 的 ， 对苦难 的承受才是 。 承受苦难 ，

这是残疾人作家的散文给予我们的生命启迪 。

作者简介 ：

邓利 ， 博士 ，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主要从事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 。

① 伍尔芙 ： 《伍尔芙随笔集 》 ， 孔小 ‘垌 、 黄梅译 ， 海天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３ 年 ， 第 １ ０ ３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