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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鲜花花下下的的诗诗意意人人生生

在市城区黄河五路渤海八路有个诗韵鲜花苑，花店老板的
名字是张学芹，对于这个名字大家并不熟悉，但对于她的另一
个名字璎宁，熟悉文学的人都对她的文采赞叹不绝。璎宁，山东
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多篇杂志期刊发表作品。目前创作了500多
首诗，现已出版散文集《飞翔的另一种形式》，散文集《借助的城
市》正在创作中。

平日就喜欢看书

边工作边写诗

走进璎宁十几平米的花店，
浓郁的百合香味扑面而来，玫
瑰、百合、康乃馨各种鲜花让璎
宁排列得整整齐齐。除了满屋子
的鲜花，在花店的一角还摆放着
一个三层的小书架。底下一层是
璎宁的散文集《飞翔的另一种形
式》，上面两层摆放着各种不同
的小说、散文、期刊等书籍。璎宁
说，这都是跟书友交换来的书
籍，当然下面的书也是用来送给
友人的。

8年前，璎宁只是一名纯梁
采油厂职工家属，没有正式工
作。因为喜欢看书、记笔记、写日
记，平日里就喜欢写些诗，从那
时候她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文
学创作。

“当时在私人幼儿园打工
时，虽然跟孩子在一起比较快
乐，心里总觉得没有自己的私人
空间，抽点空就看书，给孩子批
改作业时，作业本下面总是偷偷
放本书，有时也写写诗。”璎宁
说，走在上课的路上，璎宁的手
里都会拿着本书边走边看。

三年后，为了给自己充分的
写作、阅读时间，璎宁辞去了幼
儿园教师的职业，但也失去了生
活保障。她除了喜欢孩子还喜欢
花，几经思索后，璎宁决定开个
花店，闲时就看看书、写写诗。

“2004年开始，自己的作品在油
田单位上获奖，并在《诗刊》上发
表了诗歌。”璎宁说，她的作品开
始得到外界的认可后，璎宁也开
始慢慢地有了信心，一边经营花
店一边写诗。

2010年，是璎宁写作之路的
转折点，她选择自费外出到省里
参加培训，开拓自己的事业。没
有人帮她推荐，璎宁就自己找电
话联系到省作协的老师报名参
加，100名参加学习班的同学中
只有她是自费不在职的人员。在
学习的过程中，虽然没有像其他
学生那样高贵的身份，但是她有
一颗华丽的心灵，她朴实的作品
赢得了老师的认可。

当时，两家省级刊物挑走了
她的诗歌，但璎宁的老师建议
她，回去以后要拓宽自己的事
业，改变一下自己的创作方向，
不能仅仅局限于诗歌。诗歌虽然
美好，但很难达到写作的巅峰。
半年后也就是2011年冬天，璎宁
开始了散文《飞翔的另一种形
式》的创作。

转变写作思路

开始散文集创作

《飞翔的另一种形式》是璎
宁的首部散文集，共分为四部

分，收集了璎宁50余篇散文，约
24万字。一部分是写自己的故
乡、一部分是写自己、一部分写
生命的感悟。这本书大部分都是
2011年的冬天创作出来的。每次
有写作进度璎宁都会在自己的
博客上更新，有部分作品被《地
火》《青海湖》等多家杂志期刊发
表刊登。

2012年，璎宁获得了首届全
国领悟文学奖散文奖。在全国
600多篇散文中，全国唯一一个
散文奖项给了她，同时璎宁也获
得了1 . 2万奖金，也最终促使了

《飞翔的另一种形式》出版。
领悟文学奖这样评价璎宁

的获奖散文：张学芹(璎宁)的散
文朴实厚重，有一种浓烈的生
活气息。她笔下的人物，既有着
底层的沧桑，同时也渗透着一
种民间式的、宽广而又坚韧的
生命力。她将生存的苦难演绎
得淋漓尽致，大但又不过度强
化悲苦中的颓废，而是蕴含着
人性幽微的光泽。她的散文写
作，是最贴近大地的。她以沉静
的风格和对生命尊严的再次辨
认，抵达了这个时代被物欲所
遮蔽的那一面，为我们凸显了
另一种生存的风景，具有深远
的社会价值和影响！

“我们从农村长大，那种温
暖、朴实的感觉，有理由记录下
来，展现给我们的孩子们。他们
都是没有根的人，让孩子们找到
自己的根，知道自己的故乡是什
么样子的。我们的根孕育了我们
的情怀、思想、心灵。在城市中拼
搏挣扎的时候，想想自己的家。”
璎宁说。

出版后，璎宁的书迷也越来
越多，找她买书求书的人越来越
多，有的书迷大年初四跑好远的
路找她买书。书迷多了，璎宁也
多了许多前来交流文学的朋友。
其中，滨城区原文化局局长李建
华就是其中一位。

李建华说，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从QQ上看到朋友转发的
一则文章《樊家巷584号》，打开
文章还是初稿，作者是璎宁。自
己之前听过许多滨州文人的名
字，但璎宁并没有听说过。在读
完文章之后，他觉得璎宁是个有
文采的人，是男士还是女士也看
不出来，他开始对文章作者产生
了好奇。在璎宁的博客里，李建
华翻阅了大部分的文章，当看到

《噤声的布谷》时，才想起是曾经
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文章，作者
是张学芹/璎宁。

李华健说，《飞翔的另一种
形式》这本书的价值远远高于她
的默默无闻。作家的笔就要触及
到社会的最基层，璎宁的笔进到
了村里、落实群体、“我的爹我的
娘”。璎宁是为生活而歌、为生命
而歌。

璎宁的偶像之一就是萧红，
在她的书架上有本《呼兰河传》
正是她最近读的书。璎宁说：“不
是大海，就是一条非常平静的小
溪，但是慢慢地流动中就会看见
金子。偶像的书籍中，珍珠般的
语言，会指引我写作的方向。看
了萧红的作品更加有信心继续
创作下去。”李建华说，在璎宁的
作品中可以看到萧红的影子，她
作品中的语言风格，土的就是我
们的农村话，但放在她的作品中
突然变得很有诗意。

花店转移到滨州

创作空间延伸

2013年5月，璎宁的花店面
临着关门的危机，房东打算不再
租赁给她使用。2013年12月份，
璎宁选择把花店转移到滨州来，
这也使得璎宁的文学创作之路
再次出现转折点。“如果以前的
花店没有关闭，可能我还会一直
延续以前的创作道路，就不会出
现《借助的城市》中《樊家巷584
号》《市井中的白蜡树》《蒲园，一
片桐叶一声秋》等散文了。”璎宁
说。

就像是百花争艳，璎宁最喜
欢红玫瑰一样。她说：“玫瑰有很
多的锋芒，不止一次扎伤过我。
那刺在我的身体里行走，并变成
我身体的一部分，许多生命的
痛。这也让我变得清醒，让我重
新思考我的人生。玫瑰的光环凝
聚着生命的正红，象征着一种
爱，一种坚持。”

“花店虽然是在市中心的位

置，但与我心中的城市样子相差
甚远，这条街比较破旧、很老，在
这样的环境下冥冥之中给了我
很多文学创作素材。”来到滨州，
璎宁的花店再次开张，同时她又
体会到了另一个最接地气、最世
俗的民间、最鲜活的人物的地方
生活。

“有时候会非常感谢自己这
种盲目地迈进城市的冲动，才有
了后来可能发生的美好。”璎宁
说，在以前的地方待了20年，每
天就是与花和文字打交道，自己
对生活已经变得麻木了。“在城
市中普通人那份坚持，给了我坚
持做花店和文学创作的信心。也
许他们的经济比我们都富裕，但
他们每天都风雨无阻，像路边卖
水果、卖菜的。”她还说，选择做
自己喜欢的事情是要付出代价
的，为了喜欢就要坚持其中的苦
涩，忍耐生活困境、忍耐别人的
冷嘲热讽。

择一座城而终老

写身边小人物

璎宁说，以前的生活已经很
满足，没想到后半生，择一座城
而终老。到了这座城市为自己的
写作开阔了无限空间。“在印象
中滨州中海、秦皇河都是非常漂
亮的地方，但真正来到这座城市
后，才感觉这里的一切美好不属
于我。”

在璎宁的心里可能滨州还
不属于她，在下一部散文《借助
的城市》的创作中，其中，还会有
她故乡的文章。就像她在散文

《一朵莲花照耀的尘世》中写道：
“一个人从哪里来的，无论经过
了多久的漂泊，终会回到哪里
去，像风归于风，像游子归于故
土。故乡土地依然以博大的胸
怀，接纳我们这些曾经抛弃它、
远离它、嫌弃它的孩子。一阵风
吹过，我依然是它淳朴善良的女
儿！”

但在《借助的城市》已经完
成的33篇散文中，有很多描写的
都是滨州城市。也许现在她也正
在慢慢地认识、熟悉这座城市。

璎宁的文章中，大部分都
是描写身边的小人物，最大的
官也就是村长。她表达的都是
生活中低微的、被忽略的、甚至
有些是被人看不起的小人物。
路边的花、树木、老人都可能会
变成璎宁文章中的主角，所有
向上的物质都存在她的文字
中，她要把事物淳朴的本性留
下来。璎宁说：“人生就是一个
过程，过程中栽过一棵树、种过
一株花、救助过一个流浪汉。而
我就是把自己看到的，触及到
的留下来。”

璎宁说，也许在行走的过程
中，上帝给了你一种环境，自己
就要适应，像每天都看到的樊家
巷市场，很繁杂、又破旧，有时候
也冷酷、也有温暖。“我就要为蚂
蚁一样的人物写文章。”

“无形中文学给了我一种支
撑，有诗、有花、有文学在，我的
家就在。”璎宁说，花店以后肯定
会关，但是会一直写下去，在自
己有限的生命长度里做自己喜
欢的事。

文/片 本报记者 郗运红 见习记者 傅浩

璎宁在花店的一角安静地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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