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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文学教育与学生的散文创作

———以山东师范大学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为例

李宗刚,邢　 颖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014)

　 　 摘　 要:山东师范大学不仅在学者的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还培养出了一批以散文写作见长的作

家,这批作家的散文创作与山东师范大学的文学教育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山东师范大学的文学教育经过

了 1950—1977 年的“自然发展期”、1978 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平稳发展期”和 2000 年以来的“深化探索

期”,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学教育体系,为学生走向散文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形成了解读大学文学教

育的典型个案。 以山东师范大学文学教育的发展脉络为线索,分析这批散文作家的学习经历与文学创作,能
够更准确地把握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的互动规律,进而深入探索高校文学教育健康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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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校于 1950 年的山东师范大学(原为山东师

范学院,以下统一简称为“山师”)较早开设了汉

语言文学专业(初为中文系,后改名为汉语言文

学专业),从而为学生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奠定了

基础。 目前,学术界对鲁东大学和山东大学的作家

群已经有了较多的探讨,但对山师的作家群则缺少

必要的重视。 其实,山师的文学教育培育出来的作

家并不少,只不过他们大都从事散文创作。 为了能

够更好地推进对山师散文作家群的研究,我们需要

把研究的视角聚焦于山师的文学教育,从而追溯山

师的文学教育在散文作家(兼顾小说家和诗人)培
养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1950—1977 年:山师文学教育的自
然发展期

　 　 1950 年,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
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以下

简称《草案》),将中文系的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

两类,所规定的公共必修课中就有国文与写作、毕
业论文、调查报告以及中国新文学史等课程。 中

文系在进行必修课教学时非常强调写作课的培

训,这主要体现在教育部将写作共分为四部分,分

别是散文报道、文艺、理论文、应用文,一共 12 个

学分,写作是必修课中学分最多的一门课程。 加

上《草案》明确规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

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1]406,体现出文学类学科两

个基础培养方向的雏形。
自田仲济、严薇青等第一代学人开始,写作指

导课程就成为山师中文系的特色课程,在数位任

教老师的影响下,山师形成了一股相对崇尚文学

创作的风气。 像田仲济的杂文创作、严薇青的散

文创作、冯中一的诗歌鉴赏与诗歌创作、张蕾的杂

文创作等,都潜在地影响了学生,并为他们在文学

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发挥了引领作用。
田仲济在中文系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艺

理论两门课程,而这两门课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较

为密切。 严格地讲,田仲济是在文学创作和文学

研究两个领域都有所建树的作家型学者。 早在

1949 年之前他的杂文便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此
后,他依然坚持杂文创作。 对此,钱理群把他视为

“真的人”,称赞他写的杂文是“真的杂文” [2]。 张

蕾在评价田仲济的杂文时说:“田先生的杂文,不
但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性、现实性,面貌也极富有

生动性和形象性。 他描景绘物,曲尽其态,言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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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细致入微,读来颇有一种气韵悠长、神远意深

的审美感受。 而这又可从中看出田先生在杂文表

现手法上师承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厚造诣。” [3]239

有学者把田仲济的杂文创作与鲁迅的杂文创

作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田仲济教授师承鲁

迅先生的杂文传统,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杂文创

作” [4]424,“田先生的这种文学观是深受鲁迅先生

影响的,尤其是鲁迅杂文的影响” [5]404。 田仲济

“很喜欢听不同意见,喜欢看到争论、标奇立异,
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不是胡搅蛮缠。 对问

题的认识,有时一致,大多不一致,田师决不去做

结论,问题就敞着口放在那里” [4]307。 这样的教学

方式不仅涵养了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而且还为

学生从事文学创作打开了自由的空间。
严薇青作为主讲古典文学的教师,早在北京

大学读书期间便聆听过鲁迅的演讲[6],对文学抱

有很大的热情,他不仅重视古典文学的教学工作,
还重视学生写作兴趣的培养,鼓励学生们多读书、
读好书,着力提升学生们写作的能力。 他还常常

邀请不同文学领域的作家来山师举办专题讲座,
从而赓续了北京大学的文学教育传统。 其实,这
与他早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任教后便开始创作诗

歌和散文有关。 他曾经创作出诸如《所见》《卖报

的老人》《灯下》《命运》等诗歌和散文。 此后,严
薇青还在执教过程中逐渐地“把小‘掌故’做成了

大学问” [7]94,由此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冯中一作为写作课教师,对于学生走上文学

创作之路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1958 年冯中

一调入山师,在进入高校任教之前,他曾经在《大
风月刊》《青年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近百首抒情

小诗。 苦难的人生铸造了他特有的悲悯情怀,像
《盲人》《蜗牛》 《荒原小祭》 《古城夜曲》 《修道院

的春》《赴耕之牛》等诗作便反映了这一点。
冯中一的写作课程教学不是学院派所推崇的

理论教学,而是侧重于写作实践的教学,为此,他专

门出版了《语文教学札记》《诗歌漫谈》《诗歌的欣

赏与创作》《学诗散记》等著作,这对指导学生进行

文学创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此,吕家乡在评价冯

中一时曾说:“他曾连续数年给本科生讲授选修课

新诗研究,很受欢迎。” [8]306 冯中一的写作课和新

诗研究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他“积极热情地辅导学

生进行课外文艺创作、话剧演出,特别是诗歌创作

与欣赏” [7]118-119。 对此,有人回忆道:“冯中一文艺

评论工作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将相当多的时

间和精力花在对文学青年的培养、提携上,尤为重

要的是为诗稿写随笔短评,为诗集、专著的出版写

序言。 他为文坛新秀的成长铺路搭桥,为新诗的昌

盛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年华。” [9]44 像散文作家李

登建、诗人华清(张清华)、小说家张世勤在大学读

书期间都深受他的影响。
张蕾作为写作课教师,也曾经担任过《山东

师大报》的编辑,并创作了不少的杂文,因此他在

文学教育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
曾宪文在其文章中提及山师对张蕾文学创作的影

响:“在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大量研

读古今中外的名著典籍,更为他学识的渊博,学养

的深厚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杂文中所体现的

社会题材的广泛,历史与现实材料的丰富、鞭辟入

里的分析、幽默讽刺的技巧的运用等等,就是他深

厚学养,广博学识的有力证明。” [10]8 从事散文和

小说创作的戴永夏在 20 世纪 60 年代求学于山师

时便深受张蕾老师的影响,在工作之余仍不忘散

文创作[3]161,他多次谈到张老师是促使他坚持练

习写作,并持续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动力,“记得

当时他经常告诫我的主要有两条:一是要多读书,
勤练笔;二是做学问要有主攻方向,博中求专。 前

者对我非常重要,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读书补课,
恶补了一下荒废十多年知识极端贫乏的头脑,同时

坚持练习写作,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作品” [10]334。
山东省散文学会会长丁建元在其文章中把张蕾视

为“文学引路人”,是重要的引路人,没有您(张
蕾———笔者注)的鼓励也许我就放弃了[11]109。

　 　 二、1978 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山师
文学教育的平稳发展期

　 　 1978 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山师的文学教

育进入了平稳发展期。 代表性人物除了田仲济、
严薇青、冯中一等外,还有朱德发、蒋心焕、宋遂

良、吕家乡、孔孚等。 以朱德发为中心,山师形成

了一个以学术研究为主体,以散文和诗歌创作为

辅助的学生群体,以张清华、王兆胜、王川、李宗刚

等为其中代表。 张清华谈到朱德发时曾说:“朱
先生会亲自给学生修改文章,一遍遍不惜精力和

时间耳提面命,他的学生也可以和他一起高谈阔

论、平等对话,融真知灼见,与闲庭漫步。” [12]张清

华表示,朱先生会根据学生的基础、兴趣和特点,
为他们规划学习、研究和成长之路,这也是他深受

学生爱戴的原因之一。 “他拥有坚韧不拔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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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执着求思的学术毅

力、交汇贯通的研究水平,是一位塑造灵魂、化腐

朽为神奇的艺术家。” [12] 王兆胜则回忆道:“与许

多教授、学者退休即是‘放弃’不同,朱老师一直

没放弃他的学术研究,一直像战士一样努力工作

与奋斗不息。 别的时间取得的成果不论,在六十

岁后的十多年里,他竟然出版了近十部学术专著

……在这中间,我看到的不只是成果数量,更是一

种精神,一种将学术看成事业、有强烈的责任担

承、不断超越自我的境界与品质。” [13] 李宗刚说:
“朱先生给我影响最深刻的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使

命和文化担当这种意识的培养,是我一生当中使

我走向学术的一个关键点。 朱先生不止一次向我

们强调:‘知识分子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这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文化担当和文化使

命,要强化自己参与社会、参与中国的文化建设。
朱先生的五四文学研究给我的感悟是最深刻的。
在五四文学研究当中,他的正本清源、全力推进为

他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启发着学生沿着朱先

生的足迹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 [14] 从师承关系

来看,张清华、王兆胜、李宗刚都是朱德发培养的

硕士或博士研究生,他们的诗歌和散文创作主要

受到了他的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 这也是尽管朱

先生鲜有诗歌和散文作品,但依然起到了重要作

用的关键之所在。
蒋心焕的散文创作开启于 20 世纪 90 年代,

其作品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其散文别具一格,
“齐鲁风”糅合进了“江南雨”,其散文呈现出清新

淡泊的风格。 蒋心焕在周作人散文研究方面用功

甚多,这便使得他的散文创作融会了其文学研究

的某些个人体验,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方面自觉

地承继了周作人散文的风格,注重自我内在平和

心境的外化,并通过这种自我内在精神世界的书

写,将现代教育影响下的自我主体性以清新的语

言娓娓道来,显示出五四时期周作人小品文在新

时期的余脉与流变,可以视为山师教师散文创作

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 蒋心焕的散文创作

还接续了田仲济散文杂文创作的某种风范,并结

合着自我的独特人生体验,逐渐地形成了平和淡

泊的散文风格。 蒋心焕不仅从事散文创作,而且

还注重按照人才的成长规律有针对性地加以培

养,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作为蒋心焕的硕士研究生

的魏建、李宗刚和王卫红的散文创作获得了极大

的发展空间。

宋遂良是主要从事新时期文学跟踪批评的批

评家,他不仅通过文学批评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

建构,而且还通过散文创作参与其中。 宋遂良作

为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学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

考入复旦大学后,便开始崭露头角,显示出良好的

文学禀赋。 1983 年调入山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

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同时还兼及散文创作。 他出

版的散文集《一路走来》从生活的方方面面阐释

了自己的人生感悟,他的散文清秀淡雅,富有着悲

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这与他的文学批评《在文言

文》和《宋遂良文学评论选》构成了一种“互文”关
系,让我们感知到了一位学者在从事文学批评时

的心路历程,使我们切实感受到了他在北方接受

了生活的磨砺之后自我的精神和情感蜕变的真实

情形,这恰如他在 1979 年对周立波和柳青文学作

品的风格所概括的“秀丽的楠竹与挺拔的白杨”
那样,他的思想和情感深处也正好暗含着这种

“阴柔与阳刚”融会贯通起来的美,堪称“秀丽的

楠竹与挺拔的白杨”的有机统一体。 由此说来,
我们单从宋遂良用“一路走来”来命名其散文集

便可以感知到,这恰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代重获文

学春天的知识分子风尘仆仆只争朝夕的内在精神

风貌,以及由此潜隐于内心深处的阴柔之美与外

化为行为的阳刚之美的真实写照。
吕家乡于山东大学毕业后曾在社会基层有过

多年的磨砺生活,担任过中学教师,在诗歌方面有

着一定的研究。 田仲济将其从中学调入山师的现

代文学研究中心,希望他与孔孚、袁忠岳等人联合

完成研究“中国现代诗歌史”这一宏大的任务。
对此情形,吕家乡曾经有过这样的自叙:“我常跟

研究生平等地辩论,不懂绝不装懂,想不通就承认

想不通,不赶时髦,也不强词夺理,认为对的就坚

持,知错就改……由注重文学、诗歌的外部研究,
转而兼顾文学诗歌的内部特征研究,进而探讨诗

歌跟其他文学体裁的意义。” [8]188 然而,吕家乡在

从事诗歌研究的同时,并没有走上诗歌创作之路,
反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走上了散文创作之

路。 此后,吕家乡先后把其散文结集出版,即《一
朵喇叭花》 《温暖与悲凉》 《风雨人间情》等散文

集。 吕家乡的散文朴实无华,往往从普通的往事

中勾连出深厚的社会意蕴,对此,李宗刚在评论他

的《一朵喇叭花》时这样写道:“一个极其简单的

生活琐事,在吕教授的笔下,也会发掘出深远的社

会主题,并且是那样的自然熨帖,恐怕是他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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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较为老道之所在吧!” [15]

孔孚在调入山师之前便从事诗歌创作,这也

是田仲济为什么会对他特别青睐的重要原因。 田

仲济希望孔孚由新诗创作转入新诗研究,进而参

与到“中国现代诗歌史”的研究工作中。 但是,来
到山师之后,孔孚并没有沿着既定科研路径从事

新诗研究工作,而是醉心于新诗创作,并逐渐成就

了具有自我独立文化品格的现代山水诗。 孔孚从

事现代山水诗写作的这一独特现象,表面上看,好
像背离了田仲济为其预设的学术路径,其实,这正

好折射出了山师作家群能够崛起的内在奥秘,那
就是山师并没有把教师和学生的人生定于一尊,
而是在凸显主业的同时兼容了教师和学生的个人

的爱好和特长,这才最终为他们走上文学创作之

路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虽然孔孚没有将文学创作作为培育学生的目

标,但他对于文学创作的热爱还是令人赞赏的。
离休后孔孚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出版了

诗集《山水清音》《山水灵音》等诗集、诗论集和诗

文集,1985 年美国《美洲华侨日报》盛赞孔孚是

“当今中国诗坛新山水诗派的‘祭酒’”。 吕家乡

在自己的散文集中提到“孔孚对写诗的兴趣大大

超过了诗歌研究,他申请退出了课题组” [8]299;张
蕾认为,孔孚“到山师以后,孔的人生道路犹如爬

泰山,已经开始进入佳境。 由于出版社改革的原

因,‘发展史丛书’的项目被撤销,孔孚也由诗歌

研究转入山水诗的创作,这应该说是他的终极目

标,是他人生的最大愿望” [3]319。 宋遂良在评价孔

孚时曾说: “长一身傲岸之骨,披一肩狂狷之

气” [7]136,“他的狂狷与孤傲表现在诗艺上,就是

敢于傲睨前贤” [7]136。 在诗论方面,孔孚认为严羽

过分迷恋书本、陶渊明不过是初级“自然”、杜甫

的《望岳》也“实际上不太成熟。 开头没精打采,
几近废话,煞尾也显得一般化” [7]137;李白的诗境

也只是“小虚”。 孔孚在《题己》一诗中写道:“何
须千手千眼 /抟虚宇宙” (《孔孚山水诗选》)。 从

“抟虚宇宙”的气魄中,可以看出孔孚在诗艺追求

方面的“狂气”与雄心。 孔孚的诗经常体现为一

个博大壮阔的想象空间,能够将读者引入一个超

俗的世界,“与宇宙为友,与天地闲聊” (李心田

语)的境界中,感受生命融于永恒。
在这一时期,山师的文学教育也处于代际的

更替之中: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出生的一代学者

开始离开了教学岗位,逐渐地远离了山师文学教

育的第一线;但同时,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出生的

一代学者开始走上了教学岗位,逐渐地成为山师

文学教育的生力军。 其中的代表性教师便是杨守

森、魏建等。 杨守森作为长于理论思辨和西方文

论的学者,他在大学期间比较钟情的是小说创作,
还相继发表了《故乡人物》系列短篇小说,开始在

文学创作领域崭露头角。 但缘于大学教师身份的

要求,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方面,其文学

创作则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这也是他的文学创作

并没有沿着既有的文学创作路径发展下去的原因

之所在,以至于文学艺术界提及杨守森时都凸显

了其文学理论研究者的身份,而他的既有作家身

份则被彻底遮蔽了。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山师培养了很多热爱

写作的青年作家,这一时期前期有郭保林、刘烨

园、丁建元、李登建等人。 郭保林在山师所接受的

文学教育对其从事散文创作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

大学读书期间,郭保林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蒋心

焕曾这样评述:“在新时期散文作家队伍里,郭保

林是实绩丰硕且有特色的一位。 他连续在人民文

学出版社等推出近十部散文集。” [16] “如果把郭

保林散文作为一个整体,放在整个散文传统的艺

术链中观察,我们会发现他的散文个性是沿着两

个方向的展开中获得的。 其一,力图改造传统散

文艺术的自觉超越意识……其二,在改造传统散

文艺术的同时,又局部沟通继承传统散文艺术的

优 秀 精 华, 体 现 出 一 种 深 层 次 的 回 归 意

识。” [5]401-402 对此,有学者在梳理《山东当代文学

史》曾经有过的评述:“郭保林对于散文创作,实
践的是一种‘系列式’的‘大散文’写作。 他写作

的题材和作品,也确是常常体现了系列性的延伸

和拓展。 对一个题材,给予多侧面、多重视觉的抒

写,从而蕴纳了比较厚重的文化内涵。” [17]390

山师的文学教育不仅奠定了刘烨园散文创作

的基础,还是他形成独特的文学思想的摇篮。 刘

烨园先生在 1975 年进入山师求学的时候,在山师

的图书馆中借阅了大量社会上看不到的书籍。 刘

烨园非常感谢自己曾经“阅读过一些‘高深’的书

籍,例如中外文学名著以及马克思、黑格尔之类。
他曾说,尽管当时看不太懂,但这样硬读的好处太

大了,一是阅读的过程也是人的意志的训练过程;
二是能培养出一个健全的精神之胃” [18]。 这不仅

说明山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为学生提供了丰富

的阅读和学习资源,还可以看出山师为学生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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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之路所做出的准备和铺垫。 数年来刘烨园笔

耕不辍,陆续发表了《忆简》 《途中的根》 《栈一冬

的片断》《领地》等散文随笔集。
丁建元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与坚持,离不开山

师的培育。 山师中文系的部分教师并不仅仅是那

种所谓的学院派学者,他们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

也从事文学创作,即便不从事文学创作,他们对学

生的文学创作也采取了包容乃至鼓励的态度,这
便为学生从事文学创作留下了极大的自由空间。
在山师就读期间,丁建元就钟情于散文创作,他当

时在山师写出的散文《水灵灵的葡萄》,至今仍被

其同学们时常念及[19]。 毕业后,丁建元坚持在业

余时间从事散文创作,先后出版了《眷恋黄昏》
《中夜的风铃》 《寻找生命的原色》等散文集。 作

品多次被《散文选刊》 《散文(海外版)》等选载,
收入近百种选集。 回眸丁建元的文学路,他对文

学创作的热爱与坚持,离不开山师的培育。
1979 年进入山师中文系读书的李登建在校

学习期间已经在散文创作方面颇有社会声誉。 对

此,李登建回忆道:“我在大学里读的是中文系,
课程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典文学、现代

文学、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还有文学理论、美学、
写作概论等等,这些都属语文的范畴吧? 我很喜

欢它们。 学好语文为我后来教写作课和从事文学

创作打下了基础。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很难想象

我会胜任自己的工作。” [20]与此同时,在学习这些

课程的过程中,李登建还与他的老师们结下了深

厚的情谊。 其中,对李登建的散文创作影响最深

的便是冯中一先生。 冯中一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写

作训练,因此李登建在写作实践的过程中从农村

生活中取材,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表现他们生存的

艰辛,赞美他们同困境顽强搏斗的精神。 这与其

追求文章具有一定深度的旨趣相协调。 经过多年

的积累,李登建陆续发表了《黑蝴蝶》 《黑火焰》
《血脉之河的上游》等散文集。

山师中文系的文学教育在 20 世纪 80 年代获

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对诸多青年学子走上文学创

作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

生是围绕着朱德发的文学教育而成长起来的王兆

胜、张清华、王川、李宗刚等人;围绕着中国现当代

文学专业老师周边的罗振亚、耿传明、龚曙光等

人;围绕着文学院宽泛的文学教育而专门从事文

学创作的张世勤、刘玉栋等人。
围绕着朱德发所形成的散文和诗歌创作群体

也在着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兼顾文学创作,其中,
代表性的学生是王兆胜和张清华。 王兆胜走上文

学创作之路有赖于山师中文系名师的授课。 王兆

胜曾回顾山师对其走上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之路

的影响时有这样的陈述:“它开启了我对文学、文
化与美好人生的新征程。 还有中文系的老师,他
们个个有风采,充满文化感和文学性,也有诗意的

浪漫气质,还有温润如春的情怀……,许多老师都

给我上过课,他们学识渊博、授课态度严肃认真、
对学生关心爱护,对培养我的文学兴趣意义重

大。” [21]山师助力王兆胜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在多

年的积累下,他陆续发表了《负道抱器》 《天地人

心》《逍遥的境界》等散文集。
2018 年 4 月,王兆胜应山师邀请,回到母校为

同学们讲述其学术研究的路径,强调了他曾经在山

师读书和生活的经历对自己文学道路的影响。 王

兆胜的散文随笔创作,在总体上显示出“和谐澄

明”的美学风格,他极力推崇用“慢”的节奏和“不
知”的人生态度来祛除现代社会“浮躁、压抑”等病

症。 因此王兆胜的散文既有学者散文的博雅多识,
又常常从一些小道理、小事情谈起,虽不起眼,却联

结着天地人心,通达于全人类[22]176。
深受朱德发影响的 1984 级学生王川在山师

读书期间便对文学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积极

参与班级的壁报工作,把自己创作的作品誊抄到

稿纸上,然后张贴在班级的墙上,供同学们品鉴。
大学期间,王川选修了朱德发开设的五四文学研

究课,并深深地服膺于朱德发的学识和胆识。 王

川正是凭借着大学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在从教和

从文的过程中始终痴迷于文学创作,在《文艺报》
《山东文学》等报刊发表了文学评论、诗歌、随笔、
散文 300 余篇,著有《绍兴背影》等作品。 其作品

入选多种文集。 王川说,“写散文要有仁者之心,
有悲悯的情怀,文学写作应该有伟丈夫” [23],这说

明王川在大学便已经确立的“以人为本”的人文

情怀并没有随着风吹雨打而褪色,反而犹如傲风

挺立的松柏,一直向着自己认同的方向伸出自己

的人生枝丫,找寻自我在天地之间的独立风姿。
李宗刚在从事文学研究的同时还兼顾文学创

作,他的文学创作同样深受朱德发的影响。 大学

期间,李宗刚和同班同学王川都在朱先生主讲的

五四文学研究课上获得了现代思想的熏染,并由

此坚定了走五四先驱的文化道路的信念。 他们相

约献身文学事业,这从王川在李宗刚的毕业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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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上写下的文字中略见一斑:“宗刚兄:人生得一

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愿我们相互

协助干一番大事业,然后去死。 死而无憾。 苍天

有眼,让我们神交一生。”在这种相对自由且即兴

式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 20 世纪 80 年代大

学校园里的青年学子对文学的挚爱之情,也可以

想象这种文学氛围是怎样地浓郁。 李宗刚在山师

接受硕士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后便留校任教,后来

跟随朱德发攻读博士学位。 这一经历使得他对学

术研究抱有信念的同时,也对散文创作怀有着浓

厚兴趣,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行
走于文学边缘”的散文写作者,文学创作只是一

种生命体验的外化。 但这种外化的生命体验已经

融入到他的血液中,可谓是倾听生命的呼唤,并非

刻意为之。 正是在这种生命体验的驱动下,李宗

刚的散文在朴实中透露出了他的独特生命体验,
尤其是生命被抑制后的真切体验。 对此,曹明海

认为:“他(李宗刚)在学术研究和散文写作的交

叉地带,《行走于文学边缘》,以‘学者散文’的特

有真诚和富有意味的语用洒脱,传达文学研究生

活中跃动的心灵声息,拓开了一种‘学者散文’的
文学新境域。” [24] “在这些作品中,李宗刚一丝不

苟地发掘着学术生活中的善与美,挚诚率真地和

我们交流着关涉学术研究、学者生活的切身体悟,
强烈的学术研究责任感和时代学术使命,紧紧地

包围着他,使他绝不轻易放过每一个揭示学术生

活善与美的机会。” [24] 蒋心焕认为:“在他(李宗

刚)的散文写作中,刻意于生命感悟上哲理层面

的发掘,且又用极平淡的语言表达着最真切的思

想,读来使人产生一种极为悠远的情愫。 其精巧

的表达、自如的结构和平实的文笔,使我感到这样

的一种美学追求有着自己的特点。” [5]433

尽管吕家乡并没有走上诗歌创作之路,但他

培养的 1985 级硕士研究生罗振亚却在从事现代

诗歌研究的同时还坚持着诗歌创作。 我们固然不

能把罗振亚的诗歌创作归于吕先生的培养,但不

可否认的是,罗振亚在山师三年的求学生活是其

学术人生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学术研究与诗

歌创作都可以视为山师求学时期所确立的人生道

路的“延长线”。 罗振亚在解读吕先生的散文时

曾经这样说过:“渐成‘主业’的散文,正在产生着

越来越大的影响。 先生心底太多的人生沧桑、社
会感受,达观冲淡、返朴归真的心境,和散文这种

自由的文体有着天然的相通。” [25] 这正如罗振亚

所意识到的那样,吕先生的散文与他的诗歌研究

一样,在返璞归真中获得了“真”的学术品格。 这

不仅是吕先生所追求的文学品格,而且也是罗振

亚追求的文学品格。 罗振亚在诗歌研究的同时还

从事诗歌和散文的创作,这一成果在他最近出版

的《习惯温暖》散文集中有所体现。 《习惯温暖》
作为“诗人散文”丛书的一种,被誉为“代表了中

国‘诗人散文’的最高水平,展示了中国‘诗人散

文’的艺术风采” [26]288。
耿传明于 1985 年考入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

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则深受田仲济的影响[27],他
在从事文学研究之余也从事散文创作,他的散文

非常注重对历史的观察与感受。 《锻炼纪事》《在
韩国这个“东方君子国”》等作品总是带给读者一

种走进历史深处,回到历史现场之感。
围绕在宋遂良周围,曾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活跃

的,包括成人教育的函授、夜大等多种教育形式在

内的学生群体,他们把宋先生的学术人生视为自己

追求模仿的对象,他也以极大的爱心呵护着青年学

子的成长,这在他的研究生龚曙光身上有着清晰的

呈现。 龚曙光于 1986 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

当代文学专业,师从宋先生攻读硕士学位。 他在

《说少功》一文中还专门谈及当年考上山师研究生

时,韩少功对其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述:“听说我已考

上研究生,便说去山东好,那是孔老夫子的根据地,
有中华文化的脐带血。 此一去,也算寻根寻到了主

根上!”1989 年,“寻到了(中华文化)主根”的龚曙

光返回湖南。 此后,他先后获全国十大创新传媒人

物、全国十大报业领军人物等,在《人民文学》《当
代》《十月》《天涯》等期刊发表文学作品逾 100 万

字。 著有散文集《日子疯长》《满世界》等。
1983 年,张世勤就读于山师中文系,这不仅

为他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还为

他积累文学社团的管理经验起到了积极作用。 张

世勤曾经回忆道:“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学的

门吱呀一声打开。 对我来说,这扇门打开的正是

时候……校方应该是为了回应这股学生热潮,决
定因势利导,筹办校级寸草心文学社。” [28]张世勤

在中文系的支持下筹备成立了寸草心文学社,并
担任寸草心文学社社长和内部刊物《寸草心》的

主编,还被学校推举为山东省大学生文学创作联

合会副会长。 他带领文学社成员多次参加省作

协、省军区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山东电影制片厂的

剧本改稿会等等活动” [28]。 现供职于中国作协的

·36·

大学的文学教育与学生的散文创作



李一鸣在回忆自己的学生时期时曾对这段历史有

过这样的描述:“《寸草心》文学社社长张世勤不

啻为一个弄潮儿,挺立潮头,鬈发飘洒,引来一道

道艳羡的目光;他搬来著名诗歌评论家冯中一先

生担任诗社顾问;他组织每月一次的文学‘论战

会’,场面火爆,热烈如火;他为《红旗》杂志编委、
著名散文诗人柯蓝主持报告会;他斗胆为如日中

天的张炜组织作品研讨会;他带领文学社成员参

加李存葆作品讨论会,会上起身发言;《齐鲁晚

报》登出他的名字,他的诗歌获得山东省大学生

文学创作评选一等奖;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午间节

目播发了他的诗作;《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选发

74 位全国活跃的校园诗人作品,他名列其中;冯
中一先生亲自为他的诗集作序,序言《心灵的清

泉淙淙而流》发表在《写作》杂志上……” [29]74-75

这一描述让我们看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校园文

学氛围是怎样地浓郁,文学正处于一个生机勃勃

的发展时期,校园内的诸多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

在老师的引领下,通过结社等方式,为新时期的文

学大发展营造了积极的氛围,从而使文学创作的

种子播撒在更多学生的心田,为他们走上文学创

作之路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山师对张世勤文学

创作的支持、鼓励和培育是他毕业后依然坚持创

作、热爱创作、成功创作的基石。 经过多年的耕

耘,他先后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散文、小说,为我们

奉献了一批自我在“下沉”于生活时的极其震撼

人心的作品,如他写父亲的散文《远山》,便给读

者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 刘玉堂曾这样评述他

的创作:“张世勤是写作上的多面手,有多套路

数,多套话语,小说、散文、诗歌、影视、评论,都有

涉猎。” [29]77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经过了生活磨

砺的张世勤,之后其文学创作的重点开始转向小

说创作,并引起了文学界的特别关注。
现供职于山东作协的刘玉栋走上了文学创作

的道路与他就读于山师夜大有着一定的关系。 高

考落榜后他考入山师成教学院,成为一名夜大学

生。 山师对他的学习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使他重拾对生活和学习的自信。 他曾这样回忆

道:“三年间,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我披星戴月,
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由北向南,沿着梧桐树覆盖下

的历山路,来到山师校园,走进文学院的教室,聆
听老师们的讲座。 王万森、李掖平、李宗刚等老师

们的讲座精彩又深邃,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丰
富了我的文学知识,拓宽了我对写作的理解……

在此期间,我的写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提高和进步。
在我读夜大三年级时,我的中篇小说《我们分到

了土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被《小说选刊》转
载,又入选了《年度最佳中篇小说》,并且获得首

届齐鲁文学奖,产生了不错的反响。” “我觉得这

一切与在山师夜大的学习是分不开的。” [30] 在李

宗刚主讲的写作课上,刘玉栋曾写下这样的感喟:
“时间过得很快,一学期结束了。 虽然课程结束

了,但感觉还是很深切,对于写作课来说,尤其这

样”(见李宗刚捐赠给山师档案馆的资料)。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在授课的过程中,山师中文系教师

不仅顾及学科知识的传授,还着力培养学生积极

进取的心态和文学创作能力。 夜大课程的学习不

仅使刘玉栋形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还为他今后

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个人的不懈努

力下,刘玉栋陆续出版了《年日如草》 《我们分到

了土地》 《公鸡的寓言》 《火色马》 等十多部小

说集。

　 　 三、2000 年以来:山师文学教育的深化
探索期

　 　 进入 21 世纪,山师的作家培育事业也迎来了

新的发展阶段,以杨守森、魏建、张清华、吴义勤为

代表的新一代山师学人延续学科传统,展现了新

一代作家培育的创新性进展,这也在某种程度上

引领了校园文学创作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校园

文学创作氛围。
杨守森在《美育与人生境界》一文中指出:

“美育绝不应被简单化地视为审美情感教育,更
不应将其仅仅视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而必须开

放美育视野,从多方面入手;必须综合考虑,在全

社会广泛实施。” [31]55 虽然杨守森现在已将侧重

点放至文学研究,但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与文学

创作的实际界限是分明的,这体现出山师对于学

术研究和写作素养双管齐下的培育理念,在此基

础上,杨守森才会产生“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
亦是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学观念。

魏建在从事文学研究之外,还从事散文创作,
发表了《田老发脾气》 《绿叶的成色》 《樊骏:一个

真实的神话》等纪念性的散文,并逐渐形成了以

平实的语言追忆前辈学者为主的散文创作路径。
魏建的散文不注重华丽的语言,也没有多少的文

字铺排,甚至在某些时候,魏建的散文为了表达准

确已经到了惜字如金的程度,他努力用平实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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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理性思考,并在平实的叙述

中客观地呈现出其内在的思想性。 为了能够达到

较好地满足表情达意的需要,魏建在散文创作中

注重使用对比的手法,通过层层的对比,自然而然

地凸显出了对象的内在精神,这恰如注重写意的

中国画,在看似漫不经心的笔墨中,立体地呈现出

了书写对象的内在精气神。 值得注意的是,魏建

除了散文创作之外,还尝试着诗歌创作,他已经创

作了数量可观的诗歌,其中代表性的诗歌发表于

《山东文学》 [32]。 宋遂良在读后的感受中这样写

道:“小魏(指魏建)悄悄写诗,且写得如此之好。
实在没有想到。 魏建的诗有悲剧性的哲理,有轮

回互补的禅意,有历史文化的积淀。” (山师大同

学群,2023 年 8 月 2 日)。
张清华在中学时期便显示出良好的文学禀

赋,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进入大学后恰逢文学热,
这使得他对文学,尤其是对诗歌创作显示出了极

大的热情。 大学毕业后,他在北镇师专任教,主讲

外国文学,之后重新走上了求学之路,跟随朱德发

攻读硕士学位。 张清华研究生毕业后便留校任

教,从侧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向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研究,并在从事文学研究

之余从事诗歌创作,与此同时,他也兼顾散文创

作。 张清华的散文带着浓浓的诗意,又深潜着理

性的思考,别有一番文学的韵味。
张清华任教山师十余载,曾在 2010 年华语文

学传媒大奖颁奖会上公开表示:“理想是得华语

文学大奖的诗人奖”。 在评论家唐晓渡看来,张
清华的诗学训练和他从事的批评工作是具有相通

性的,“一个批评家忍不住去写诗,可能会认为有

一个更本真的自我,希望找到一种表达的方

式” [33]。 诗人华清(张清华)的诗歌非常真实地

描写了中年的心态,将社会阅历和个人经历以反

讽的手法创作出一批优秀的诗歌,被称为“中年

写作”。
张清华的诗歌创作“更上一层楼”的时期恰

好是在他到山师文学院任教之后,在山师的学术

研究和授课时光令张清华拥有了更多的个人生命

体验,进而提出伟大的诗人是用他的生命和人格

实践来完成写作这一观点。 虽然山师对于文学创

作是持鼓励、包容的态度,但高校的文学体制还是

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文学创作,张清华苦

恼于“在诗人华清和批评家张清华之间,我更倾

向于哪一个呢? 当然是前者。 但别人不这么看,

不愿意承认我的这个身份” [34],他更体会到“写
作的意义,重要的是矫正我的理论和研究工作带

来的职业钝化,你对任何形象和艺术作品的处理

都变成了职业化的处理,这种处理会显得特别专

业,但也常常会是舍本求末,把艺术本身丢掉

了” [34]。 因此高等教育的改革仍在路上。
吴义勤在 1995 年入职山师,在山师任教近十

几年。 在从教的过程中,吴义勤一直秉承“作家

和评论家应该是两个平行的文学主体间平等对话

的关系” [35],并始终尊重作家主体的文学创作。
吴义勤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尊重,或者说他的文学

评论,对学生的影响很大,他发现,“不管是在日

常生活中,还是在媒体,我们都会发现对当代文学

的评价很难形成共识。 我们有的时候面对的是同

一个作家同一个作品,但是当我们形成一个很尖

锐的对立的判断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又不是

面对同一个作家同一个作品” [36]。 虽然吴义勤也

认同敢于批评的文章更有力量,但他看到的更多

是作家进行创作时的辛劳:“每个人的写作水平

有高低,低是一种不足,但不是罪过。 我曾经多次

去贾平凹的家里,每次看他书桌前几纸篓用秃了

的废笔,我就很感动和感慨。 这个时候,我会不去

计较他的作品究竟好不好,他对文学本身的狂热

追求和热爱就令我尊敬。” [35]由此可以看出,山师

的文学教育注重人文情怀的培养,这从教师从事

文学批评的实践中便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吴义勤的文学教育实践中,有两位学生受到

了他的影响,一位是他亲自培养的硕士和博士房

伟,另一位是他曾经教过的硕士蔡东。 房伟早在进

入山师之前便对文学有着较高的热情,考入山师之

后,他在学术论文写作之余兼顾文学创作,对此,吴
义勤作为指导教师不仅给予了理解和鼓励,而且还

从文学批评的维度对其文学创作进行了评述。 博

士毕业后,房伟从山东社科院调入山师,在从事文

学批评之余,他还矢志于文学创作,并找到了自己

的文学表达路径:“我们以前在处理历史题材的时

候是近于传奇的处理方式,我想走历史理性的这条

路,挖掘历史的褶皱之中,人性复杂的、丰富的、幽
暗的那一面,包括个人和历史的对峙,大时代中个

人的命运。” [37]对此,王尧曾评价道:“‘小说家’房
伟有压过‘批评家’房伟的趋势。” [38]1

蔡东是 1999 级山师文学院的学生,2003 年

考取本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2006 年硕士毕业,她从本科阶段到硕士阶段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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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的学习生涯都在山师度过。 山师在文学研究

和文学创作的培育上做到了平衡,不仅培养了蔡

东学术研究能力,也保护并激发了蔡东的创作欲

望。 她在接受采访时说:“真正开始系统读书并

确定以写作为志业,正是考入山师中文系之后,我
至今都感激那七年的时光,感激我的老师们,我是

在山师确立了自己的方向和路径。” [39] 蔡东称:
“写作是一场美妙的误入歧途且很难迷途知返。”
她还谈及大学时期在山师养成了良好的文学阅读

习惯,至今依旧受用。 “阅读是我写作的原始冲

动,那时的灵感大多来源于阅读”。 2022 年 8 月

25 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蔡东凭

借其作品《月光下》荣获“短篇小说奖”①。
徐晓的文学创作同样离不开山师的培育。 她

是杨守森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上大学后,由于陌生

的环境,专业化的学习和阅读,她最先进行了小说

的创作。 但她认为小说创作无法迅速而直接地表

达即时的感受,因此便转向了诗歌创作。 2013
年,她开始在全国文学刊物上发表诗歌、小说、散
文作品,并很快出版诗集和长篇小说。 她的创作

很快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并获得多项青春文学

奖项。 她曾说:“校园生活是我的诗歌之根得以

生长的温厚土壤。” [40]由于孤独感无处不在,写作

(尤其是写诗)成为她逃离此处去往远方的唯一

渠道。 当然,山师不仅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展示的

平台,更重要的是她从中获取了文学创作的灵感。
山师的文学教育在大学内形成了一股相对崇

尚文学创作的风气,因此,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山师

的培育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像徐晓的散文

诗歌创作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的看来,中文系的课程设置客观上促成了

山师的文学教育向着偏重于散文文体创作兼及其

他文体创作的方向发展。 文学院课程设置比较全

面,不仅为本科生开设诗歌鉴赏课、中国现代文学

史、文学理论等基础课程,大学写作课和文学作品

选更是面向本、硕、博三个层次的学生开设。 与此

同时,山师的文学教育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

其作家群形成了以散文创作为主、小说、诗歌等文

体为辅的创作格局,所有有文学特长的学生都可

以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 当然,大学的文学教育

对学生从事专业性的文学创作来讲,尤其是对那

些在大学从事文学教育的教师来讲,其规训性的

作用依然不可小觑,这便需要我们找寻到正确处

理二者关系的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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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蔡东是从山师走出来的第一位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学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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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s Literary Education and Students’ Prose Cre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Literary Education and Literary Creation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LI Zonggang, XING Y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the cultivation of scholars, and has
also cultivated a group of writers who excel in prose writing.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ir prose
creation and the literary education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literary education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has gone through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period” from 1950 to 1977, “stable development peri-
od” from 1978 to the late 1990s, and “deepening exploration period” from 2000 to now, and has formed its u-
nique literary education system, which provides a good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move towards prose creation
and also forms a typical case of interpreting university’s literary education. Taking the development sequence of
literary education i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as a clue and analyzing the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literary
creation of these prose writers can grasp the interactive law between literary education and literary creation,
and then deeply explore the path of healthy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s literary education.

Key word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literary education; prose creation; literary creation; literatur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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