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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玉田：1945 年 12 月出生，盐都人。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选刊·下半月》杂志签约作家。
退休后，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国内及港澳报刊发表散文、随笔、游记 600 多篇，约 90 万字。
2003 年《漂泊的童年》获《散文选刊·上半月》、华夏网文学大奖赛优秀奖。
2006 年《遗言四句》获首届真情人生全国纪实散文二等奖；《格言四段》入编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华名人格言》，其获

奖词为：“所撰写的格言寓意深刻，富含哲理，极具教育意义”。
作品《践行誓言的生命之秋》、《大河之舞》和《连心水》，分别获得 2010 年、2013 年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
作品《秋水无言》入编《中国散文大系》·抒情卷。
已出版散文集《此岸彼岸》、《大河之舞》，分别由凤凰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和黄河出版社出版。

2006 年与著名作家梅洁合影

与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林非合影

我的人生，已然是午后的阳光，

但写作可以让我的生活宁静安然……

如果说，享受生活，我以为，我现在的生活最享受。

不再有使命所在，圆自己年轻时一个文学的梦，这样的选择，是因为

“闲愁”别无选择的选择。

这是一种难以言明、淡薄细腻的情绪所至。

有时候我也在想，文学到底有什么样的用处？

可能自己觉得，从现实生活中超脱出来，不再受各种功利得失的拘

系，让我进入优哉游哉的状态。写作可以换一种目光，换一种态度来打量世

界。由此，不再焦虑、紧张、忙碌、压抑，体现的是一种心灵的自由。

刚刚退下来的一年时间，我是在利用闲暇，一边学电脑打字，一边写

个人回忆录。做人与做事，总是会有缺憾的。因缺憾而起，从现实中抽身，有

感而发，仿佛我有了对于价值观的自我判断，有了叙述的自由，或者叫表达

的权利。

未曾想到，这些文字不经意间被报社的朋友发现了，他用文学的眼光

鼓励我，这便是怡情随笔———纯文学的样式。

就这样，我踏上了文学写作之路。

然而，有时候，写作纯粹是“形而上的慰籍”（尼采语），消解痛感，让

自己回归和谐与平静。因为，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不久，向过去告别，心中

的怀远、离别，都裹在一起，纷至沓来，涌上心头。那些文字里，可能隐含

着身份的转变。我发表在《银潮》杂志“卷首语”上《此岸彼岸》的文字，被

南京（网名：手洁心清）的夫妇看到，竟然用手抄发到自己的博客上，引起

了多人的点赞。还有江西宜春的一位老年朋友，读了我发表在江西《老

友》杂志上《八十六岁电脑迷》的一篇文章，立即通过杂志编辑联系到我，

谈了他的阅读体会，还请我帮他与文章中的主人翁联系，为他们开展直

接交流提供方便。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生命中的一切，该走的就该让它

走远。

“对岸虽然热闹、繁荣，但你却在彼岸平息了四周的嘈杂，让心身得以

生息。”

“关键是要有个好心情，无论此岸还是彼岸，好心情自然能够品味出

好风景。”（摘自《此岸彼岸》）

写作，给自己创造生活的欢欣，也为他人送去精神的美味。

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可以做好你想做的事情。

写作，也是一种人生的自我修炼。

后来，我又把写作，作为身心修炼，一种生活的自律。曾经将其比喻为

“太极”有氧运动。写作修炼身心，应该是两个方面。在北京的几次笔会上，

听那些黄钟大吕们的文学讲座，读书与写作，是难以分开的一对孪生兄弟。

两次见到博士生导师、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老先生，都一再地叮嘱我：

“要多读、多写。”。

我把曾经丢失了的读书时光重新找回来。按时间段，给自己排出书

单，且养成剪贴报纸、写读书笔记的习惯。每年发表的文章七八万字，而所

做的读书笔记每年不少于五万字，至今，仍然坚持不懈。读书，增强了我的

记忆力和理解力，还吸收了大量的信息，让自己跟上时代的节拍，也锻炼了

我的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正如宗崇茂先生在书评《源远流长》中所说的那

样，“饥寒漂泊中的苦难童年，文革时的家庭冲击，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多

年的官场阅历……这些都为玉田先生留下了宝贵的创作财富，也造就了他

澹泊从容的写作心境。”接下来，我又开始把笔触伸向自然、伸向脚下的这

块土地。以一颗敏锐的心，捕捉生活中的涟漪，融入自己的人生思考，让那

些文字充满生活的情趣而又给人一种温暖。

人有自知之明，我不是科班出身，如我这样的年纪，也不会有人送你

去参加什么省作家进修班。单靠读别人的作品，像书法家那样临帖，其结果

如贾平凹所说，看见别人做酒，你也做，却做成了酒糟，做成了一罐恶水。文

章应该有自己的味道，味道是“磨”出来的。所以，写作构思，包括语言功能，

要从基础开始“磨”起。归纳我的“磨”法，有四种：除了“读书”，还有“入

群”、“火烤”、“见世面”。入群：即交朋友，向中青年作家虚心学习，于濡染

之中受启发；火烤：参加各种征文大赛，把自己放在“火”上炙烤；见世面：参

加适合自己的全国性的笔会，聆听大家们的精妙讲座，与全国各地作家的

交流。而且每一次回来，都写出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发表在《盐城晚报》的登

瀛副刊上，既历练自己又同文友们分享。

心境宽阔了，就有了不知疲倦的候鸟一样的收获。饱览祖国的大好河

山，不同地域文化的寻访，用游记的样式写地方文化，也结交了许多外地朋

友，外省市报刊杂志编辑的约稿电话、邮件接踵而来。甚至连当地的重大活

动也邀请参加。比如 2007 年《青岛日报》“七色石”王洪荣老师来电话，说

2008 北京奥委会在青岛举办“奥帆赛”，希望我写篇征文助阵，结果我的文

章《靠近帆都》获得了征文三等奖。今年，四川乐山作协举办“峨眉金秋征

文”大赛，联系我参加，我的《至美乐山》获得了佳作奖，并收入到《走读乐

山》文集。

如今，我的文章散见于除西藏外的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大公报》、《澳

门日报》及美国纽约《侨报》都有过我的文章。我感谢本市《盐阜大众报》和

《盐城晚报》长久以来的关爱，感谢我省《银潮》、河南《老人春秋》、江西《老

友》、《河北《老人世界》、黑龙江《退休生活》、内蒙古《老年世界》、甘肃《老

年博览》、北京《散文选刊·下半月》以及《北京晚报》、《青岛日报》、《贵阳日

报》、《潮州日报》、《北海日报》等等编辑老师们无私的不离不弃的支持。发

表了那么多的文章，其中有他们花费的心血。

关键不是决定我的作品能够走多远，

而是能不能给当下的社会增加一点温情。

我十分敬佩那些无功利的写作。他（她）们将一篇篇很有质感的文章，

放在自己的博客上，而不追求能否发表。读他们的作品，每每会自惭形秽。

卷面春光，姹紫嫣红，而作者的心境，心如止水，散淡从容，“真善美”如清澈

的溪流，潺缓流淌。

回想当初，写作的目的，用文学找回自己，而今，忘记了为什么要出

发。所以，从 2012 年开始，我的写作又有了新的方向，明确了“四写、四不

写”。写身边人身边事，不写应景之作；不可以忘却记忆，但要直面现实，不

虚假、夸张、炫技；写阳光暖心之作，不写不愉快之作；写作，实际有用，不图

名利”。一方面参与部门单位经济发展、文明建设的社会调查，深入农村、基

层，通过采风，写出了具有现场感、非虚构的散文，唱响时代的主旋律；另一

方面应邀为群众团体如《盐都诗词》和集邮协会《集邮爱好者》义务写作，为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给力。三是，走进本区中学校园，接受邀请担任校园文学

社的指导，用专题讲座，阅读互动，作品交流等多种形式，当好文学普及的

“摆渡”人。先后，为大冈中学“青藤文学社”、尚庄中学“春禾文学社”和义

丰、郭猛中学，作了多次“青少年文学讲座”，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终于将“闲愁”化为细雨。

每一次，走上教室的讲台，看着同学们那种全神贯注的眼神，仿佛自

己也回到了青少年时代。那一刻，校园钟声回响，激情四溢，感慨万千。久违

的钟声，它是我们那一代人，青春勃发，积极向上，奋勇前行的号角，让梦想

腾飞的乐章。

我的文学梦 从黄昏开始
□ 邵玉田

著名作家莫言、张颐武、张抗抗、肖复兴等在我获奖证书上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