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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与物质实践活动之间!总是

存在着二律背反的张力!正如"诗歌是以

对抗时代的进步来谋取自身的进步的 #

$昆德拉语%& 文学的世界里!重返泥土的

欲求'搭建原乡的冲动'复得返自然的惬

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延宕着&山西作家玄

武的(种花去)就是这样一本书!退居到城

市边沿在庭院中种植花卉! 培育植物!间

杂对乡野的观察!以验证反都市化生活的

某种可能& (种花去)的副标题是*自然观

察笔记#!这个标题稍嫌宏大!命名为*植

物乡野观察手记#更为准确&一方面!作者

的观察是在城乡交界地带得以完成!省城

太原作为一个隐约的暗影始终存在+另一

方面!与苇岸(大地上的事情)'胡冬林的

长白山笔记'辽宁作家丛晓伟的自然观察

笔记等散文作品展开比较的话!(种花去)

的山野气息并不浓郁!相反!人间情怀与

足尖的温度却贯彻如一&

对自然观察的记录!草木植物的描摹!

在当下的散文中并不罕见! 而对于 (种花

去)这本书而言!贯穿其中的躬耕气息却构

成了独特所在&其实!劳作本身就直接构成

了人与大地'人与自然的亲密交换关系!在

最朴素的生产劳动中! 劳作的辛苦必然让

位于大地的馈赠与自然的浸润& 这方面!

(诗经) 为后人留下了诸多优美的篇什!让

读者披景而入情!比如(芣苢)篇'(七月)

篇'(谷风)篇等& 秦汉之后!反映劳作内容

的文学作品走向分野!承继(诗经)精神的

篇章潜隐于民间文学之中! 其它文人作品

则远离了初心!或者被赋予逸情!如陶潜的

(归园田居)系列+或者被安插上了政治正

确性的标签!如历代的悯农作品&

院落虽小! 玄武却通过一室而观天

下!除了珍爱的玫瑰之外!他还手植了樱

桃'葫芦'茉莉'花椒等& 无论是培土'种子选择'肥料自制!都

自有心得!虽然在劳作之际!会被枯枝扎破肌肤!会被蜜蜂叮

咬!却乐在其中& 他甚至还自己动手!用干玫瑰花泡酒!自命

名为*玄酒#!邮寄给远方的朋友和上大学的女儿品尝& 英国

诗人萨松有*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之句!以此配合玄武的劳

作及得意!甚佳,

除了庭院种植之外!(种花去)还涉及了田野考察& 考察

的对象多为古木植物!范围则不定!既有居所附近的荒山土

坡'故土村庄!也有太原附近的群山和寺庙& 出于对*文学是

一种介入-的践行!玄武的田野观察抛却了常见的客观性而

具备了强烈的主观性色彩!这种*执情强物-的介入方式!使

得其笔下的草木山川常含悲色!隐有瓦釜雷鸣之音& 如本书

中的(庞泉沟)(水沟空)(飞鸟殇)(树花碎)等篇!但见草木山

川被人类的野心收割!一片狼藉之处!恰有大恸生焉, 然而植

物是顽强的!虽被破坏!却依然可以重生!仍然可以带给我们

欢喜& (雨夜韭)(春芽长)(核桃皮)等短文中!草木植物带来

的欢喜!迢迢不断!如春水自流&

与作者早期的叙事散文以及历史题材写作相比较!(种花

去) 在文章体式和风格上体现出作者有意为之的立场转换&在

行文表达上!玄武去除了形容词'副词!前置定语或者后置定语

也被免除!不足千字的文章!动词和名词直接出场&这种直击

的方式传达出作者欲追求*闪电在野-的审美效果!如刺客从怀

中抽出短刃! 爆发力惊人&不

过!这种爆发力特别需要语言

的功力作支撑!如何在力与美

之间寻找平衡!是玄武的短文

之作以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种花去)共分五辑!我尤

喜第一辑的副标题 *千军万

马! 不敌一颗种花的心-!这

是人到中年之后安身立命的

宣言& 智利诗人聂鲁达曾说

过 .*我要在你身上去做 !春

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情& #在

本书中! 玄武多次写到了手

种樱桃和采摘樱桃的过程 !

对于生活本身!他身体力行的

正是*春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

情#&听起来似乎有点玄幻!但

其实却是一种可靠的真实&

诗心与般若互证
&&&读李森!法蕴漂移'(心经)的哲学*艺术与文学"

!王凌云

(法蕴漂移) 是一本奇特的

书 !它与此前任何一种对 (心经 )

的注疏' 阐释都不一样& 确切地

说!它不只是在阐释(心经)!更是

通过阐释来 *拯救辞藻 #!呼唤心

灵中的万物& 李森对(心经)的解

说 !是一种吟诵 '咏叹 !一种将经

文当成乐谱的' 充满狂喜和发明

精神的演奏& 任何有活力的阐释

都是演奏! 它必然包含着阐释者

的个体风格特征& 在李森看来!在

哲学'艺术和文学领域!那种无个

体风格的概念生产和复制已经堆

积如山 !他想通过对 (心经 )的演

奏!来*激活心灵结构中赋有尊严

的诗意自由#&

*(心经)是旷世美文!是横空

出世的锦绣辞章 #///这是李森

打开(心经)的独有方式& 正文第

一句话! 就彰显了李森的态度与

方法 .*(心经 ) 不宜以叙事文阅

读!只能以韵文吟诵& -*吟诵-是

对心灵节奏的寻找'打捞'激活或

创造!它将(心经)的言辞视若*永

恒的煦光! 造就了一叶扁舟让我

们登临-& 吟诵!是以一颗诗心去

叩问般若之心!它不仅包括对(心

经)的吟诵!也包括吟诵诗篇来与

(心经)相印证& 书中!那么多古今

诗篇 $其中也包括作者本人的诗

篇%都如星辉一一闪烁!在(心经)

的佛法之海中照见自己的姿容 &

这当然是奇特的& 更为奇特的是!

此书凡 !" 篇!貌似将(心经)从头

讲到尾! 但实际却是每一篇皆自

足! 都包含着从某个角度对 (心

经)的整体观摄& 读者可以从任何

一篇开始阅读这本书!因为 !" 篇

亦如 !" 朵言辞之花!花影流连往

复!自在绽放&

这颗与 (心经 )相印证的 *诗

心-!被李森称为*英雄心-& 其中

有李森的个体生命经验! 有他对

世界'语言和心灵的证悟& 李森声

称 .*(心经 )是英雄之诗 & -他在

(心经 ) 中看到的是一位截断众

流'以直笔书写的英雄人物!而不

是拐弯抹角' 玩弄概念的怯懦书

生& 要理解*英雄之诗-!仅仅从概

念和义理辨析入手是不够的 !它

需要创造出一场惺惺相惜的对

话! 更需要创造出开启这场对话

的方法&

这一方法!被李森命名为*语

言漂移说-& *语言漂移说-认为!

一切语言均处于漂移状态! 在漂

移中生成意义! 在漂移中寂灭或

退隐'凝聚或新生& 它认为.哲理

和诗性的创造!既不来源于本质!

也不来源于现象! 而源于语言在

漂移时刻的意义生成& 对李森来

说!任何一种诗性的创造$包括创

造性的阐释%!都成于语言在漂移

时刻的吟咏反顾'如去如来& 不难

看到!*语言漂移说- 其实是在语

言哲学和艺术哲学中对佛法*空-

义的创造性阐发! 或者说! 是对

*空-的解域化操作///(心经)以

*空 -义对 *蕴 -的破解 !被转换为

*漂移说-对*概念化心灵结构-的

破解& 由此!(法蕴漂移)对(心经)

的阐释! 就同时包含着对现存的

哲学和文艺理论的批判&

*语言漂移说-以*漂移-来说

*空-! 首先是对概念化思维的批

判! 亦即对本质主义和知识论系

统的批判& 批判不是完全颠覆或

抛弃! 而是要彰显其限度并平衡

它& 李森说.*伟大的书写都是反

概念的!自古如此& -这一句后面

紧跟着的却是.*伟大的书写者又

要制造概念! 以表达人类雄心勃

勃的某种观念内涵& -人类在概念

问题上的两难处境由此而来& 李

森试图在概念化与反概念化之间

保持一种张力! 这是以诗来平衡

哲学!以*象-来补充和限制概念&

而 *空 -义的精髓 !就在于使心灵

中凝聚'固化的蕴漂移起来& 这样

的漂移 !就是作为 *动词哲学 -的

佛哲学或 *反哲学 -!它在使用概

念的同时又融解着概念! 使作为

*蕴- 的概念由实体#名词变成动

词& 对*动词哲学-的阐发!是(法

蕴漂移)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在

*动词哲学 -中 !语词的意义并不

依赖于实体或本质的存在! 毋宁

说!*名称- 或名词只是意义的生

成运动所经过的语言空间中的若

干 *位点 -!所有的 *位点 -都是暂

住的位点!它既不是本质的位点!

也不是非本质的位点& 就此来说!

*语言漂移说-既不同于本质主义

的语言观和存在观! 也不同于反

本质主义的语言观和存在观&

从 *漂移说 -出发 !李森还对

艺术语言中预设的价值观系统

进行了批判 !这也是对旧的审美

心灵结构及其背后的审美制度

的批判& 这是*拯救辞藻-的题中

之义 !它意味着以 *初心 -来帮助

语词 *芝标形象 '破壁而飞 -& 为

何要彰显 *形象 -或 *象 -的重要

性 0 因为在 *象 -之中 !仍保留着

人与世界遭遇时的原初经验和

事物本现时的姿容& 它们能使心

灵进入 *度蕴的潮汐 -!成为 *活

的心灵结构 -& 仅从本书各篇标

题来看 !*敲门 -*回音 -*风 -*转

经筒-*花-*灵犀 -*潮汐 -*轮转 -

*浪浪相逐 -都是 *象 -!它们打破

了概念语言的 *壁 -!使心灵有机

会从缝隙间遁去&

(法蕴漂移)采用了一种高度

诗性的阐释和批评文体! 并且在

书中频繁地重新组合'搭配词语!

有时甚至自创新词& 这应合着李

森一向主张的*批评即创作!阐释

即创作-的理念& 我们知道!鸠摩

罗什和玄奘等高僧在翻译和阐释

佛经的同时! 也创造或发明出了

一种新的汉语& 而(法蕴漂移)也

致力于在阐发(心经)义理的过程

中更新汉语& 这不仅体现于将*文

学的辞藻 -与 *哲学的义理 -相结

合! 也不仅体现于书中俯拾皆是

的优美'激荡而富于魅力的比喻'

对仗和韵脚! 更体现于书中对固

定词语 $概念 %的松绑 '颠倒和激

活 & 当李森将 *思想 -变成 *思#

想-'*空相-变成为*空#相-时!概

念从名词变成了动词+ 而当他将

*春风 -颠倒为 *风春 -时 !风那卷

裹万物的气息被重新唤起! 在字

里行间吹拂& 这种个体化的言说

方式!使得汉语衍生出新的变化!

如同一粒新投掷的石子更新了母

语的波纹&

从文体上讲 !(法蕴漂移 )继

承了中国古典思想' 古典文论的

诗性文体传统& 从 (道德经)(庄

子)到(心经)(坛经)!这些伟大的

思想经典首先是绝妙好文+ 从刘

勰(文心雕龙)'司空图(二十四诗

品 )到王国维 (人间词话 )'顾随

(驼庵诗话)! 这些文论也都具有

强烈的个体风格和文体意识& 在

西方也有一个以诗性文体来言说

思想和进行阐释的传统! 比如柏

拉图和尼采! 但由于亚里士多德

教材式的论说文体的影响! 这个

传统没有中国古代那么发达& 李

森的写作! 显然来自于这一诗性

的阐释和批评传统& 正如李森在

书中不断强调的! 诗性的书写在

本质上是一种呼唤. 呼唤我们以

一种活的感受力去打开 (心经)!

同时打开自己!重新与世界'与语

言相遭遇& 我们可以在具有个体

生命节奏的吟诵中! 用自己的呼

唤和观照与 (心经 )相印证 !从这

部经典中生出新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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