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山西作家崔海昀的心灵

散文集 《能治愈你的只有自己》由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上市， 这部

《能治愈你的只有自己》 在当代心

灵散文作品谱系中脱颖而出， 带给

读者清晰透亮的本真感。 作家摒弃

了廉价的救赎叙事， 让病痛与长夜

在纸页间真实流淌。 当急诊室的日

光灯取代了故乡的星斗， 当药液的

滴答声覆盖了檐角的雨声， 生命在

至暗时刻裂开的缝隙里， 反而照见

了最本真的自我。 这种治愈不是西

方心理学意义上的 自 我 实 现 ， 而

是东方哲学中的“返本开新”，是

在命运湍流里找回那枚未被磨蚀的

初心。

透过一扇月洞窗， 望见都市丛

林里挣扎的倒影； 转过屏风般的写

字楼， 邂逅童年屋檐下的自己。 作

家崔海昀这种时空折叠的文字叙

述， 让晋剧吟唱的婉转与地铁报站

的机械音在文本空间里形成奇妙的

和鸣。 当主人公最终在茶汤里照见

自己的眉目， 治愈已然升华为对生

命本相的顿悟。

崔海昀的文学创作根植于晋南

沃土， 以临汾为坐标原点， 构建起

一套融合地域文化肌理与现代传播

美学的创作体系。 其作品在散文、

小说、 广播剧本、 影视剧本等多种

文体间自由穿行， 形成“跨媒介叙

事”与“地域性写作”的双重特质 ，

展现出其在传统书写与新媒体浪潮

碰撞下的独特突围路径。

地域性写作的深度开掘

作为临汾作协主席团委员与首

届签约作家， 崔海昀的创作始终贯

穿着“晋南叙事学” 的自觉。 其在

《阳光草》 散文集中对黄土高原季

候轮转的凝视， 广播剧《果树岭的

秋天》 里对山区果农命运的捕捉，

皆以微观视角激活地域符号， 将窑

洞炊烟、 麦浪涛声等传统意象转化

为现代性思考的载体。 这种写作策

略既不同于乡土文学的怀旧滤镜，

也规避了地域性写作猎奇式的景观

消费， 而是以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视

角重构了“在地经验”。

其长篇小说《枝端》在地方新媒

体平台的连载， 暗含对传统文学载

体的解构与重建 。 作品通过新媒

体特有的碎片化传播节奏 ，将晋

商后裔的家族记忆与当代城镇化

进程中的个体挣扎编织成“流动的

地方志”。 这种“微连载”模式既延

续了人民作家赵树理开创的“山药

蛋派”对现实主义的坚守，又借助数

字媒介的即时互动性， 让地域叙事

突破纸媒边界， 形成动态生长的文

本生态。

跨媒介叙事的先锋实验

由崔海昀创作剧本的广播剧

《果树岭的秋天》在地方电台与“学

习强国” 平台的双轨传播， 彰显其

“声音文本” 的建构能力。 在创作

中， 她将临汾方言的韵律感转化为

声效蒙太奇， 让果 树 嫁 接 的 咔 嗒

声 、 黄河浪涛的轰鸣与手机转账

的提示音在音频空间中形成复调对

话。这种“可听的现实主义创作”既

是 对 广 播 剧 传 统 教 化 功能的突

破， 也是文学语言向听觉维度拓展

的先锋尝试。

由崔海昀担任编剧的电视剧

《山乡之秋》， 其立项过程本身即构

成创作手法的一部分。 剧本创作中

大量采用“文学脚本前置”策略：在

田野调查阶段便以散文笔法记录人

物原型， 将画报的影像叙事经验转

化为镜头语言， 使剧本兼具小说的

文学密度与影视的视觉节奏。 这种

“跨界预缝合”创作模式，消解了传

统文学与影视工业的壁垒。

文体互渗的美学自觉

其在媒体开辟的随笔专栏“紫

藤小记”的随笔写作，为其所有创作

注入了散文的灵韵。 即便在长篇小

说《枝端》中，也能看到“非虚构时

刻” 的穿插———某个次要人物的前

世今生常以地方志摘录的形式突兀

显现，这种“文本镶嵌术”打破了线

性叙事， 让作品在虚构与纪实间形

成张力场。 其散文集《阳光草》中更将

地方风物志写成“物的传记 ”，一株老

槐树的年轮里镌刻着三晋大地的集

体记忆密码。

其最新出版的这部心灵散文集《能

治愈你的只有自己》，更是以极具张力

的叙事，在山水自然、日常生活的动人

幕布上， 绣出了一朵关于治愈的并蒂

莲。 作者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开“岁

月静好”的糖衣，在生命褶皱里打捞起

沉香的质地。

作为一家媒体的总编辑 ， 职业敏

感 赋 予 崔 海 昀 创 作 独 特 的 “现 场

感” 。 其在各文学期刊刊发的百余篇

作品中， 常见突发事件与历史纵深并

置的叙事结构 ： 一则 拆 迁 报 道 的 边

角 料 可 能 演 化 为 小 说 中 某 个 角 色

的命运伏笔 ， 这种“新闻褶皱里的

文学胚胎 ”般的“孵化 ”创作机制 ，使

其作品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热点的智性

回应。

新媒体语境下的文学迁徙

在临汾市“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

品中，她对晋南社火、蒲剧脸谱等非遗

元素的运用绝非符号堆砌。 如广播剧

中将蒲剧《窦娥冤》的唱段解构为现代

法治剧的间离效果， 让传统戏曲的程

式化表演与当代司法进程形成隐喻性

对话。 这种“文化 DNA 重组”手法，使

崔海昀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元素摆脱了

博物馆陈列状态， 成为流动的意义发

生器。

其在“掌上微襄汾” 公众号连载

《枝端》的实践，暗含对移动阅读时代

的文本适应性改造。 每章结尾设置“方

言词云弹幕”，读者可扫码收听临汾民

谣插曲，这种“增强现实文学”体验，将

“传统文摊文学”理念升级为数字时代

的“屏端文学”。 作品在传播过程中不

断吸纳读者留言形成“衍生文本层”，

实质是互联网思维对传统写作伦理的

重构。

崔海昀的创作图谱，恰似其笔下的

晋南古槐———根系深扎黄土地脉 ，枝

叶却向着数字时代的云霄生长。 这种

“地域性”与“跨媒介”的双向奔赴，不

仅为山西新文学群体提供了创作范

式， 更预示着地方作家在融媒体时代

突破地域局限、 重构文学场域的可能

路径。

《能治愈你的只有自己》：

在命运湍流里找回初心

———崔海昀创作手法解析：地域性写作与跨媒介叙事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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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FORMATION

16

2025-5-21���星期三 责任编辑 牛莉荣 制作 牛莉荣 电话：0351-�4048890

山河读吧

荐 读

作者：武志红

出版社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内容简介： 我们一直以为一些负

面情绪是不好的，甚至是不完美的，我

们努力去避免和克服它们。 作者从新

的角度、用心理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这

些坏情绪， 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和正

面意义。 这些情绪是伴随我们一生的，

而且这些情绪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

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应该接纳它们，并

要感谢它们让我们越来越坚强， 体验

更多生命的无限精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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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约瑟夫·格雷尼（Joseph�Grenny）

科里·帕特森（Kerry�Patterson）

罗恩·麦克米兰（Ron�McMillan）

艾尔·史威茨勒（Al�Switzler）

出版社 : �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

中，每个人都会遇到许多“关键时刻”。

本书作者团队基于 20 多年对全球 10

多万人的跟踪调查， 甄选出大家公认

的对话高手， 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

方法和技巧。 运用这些方法和技巧，无

论是多么难以应对的局面， 你都能够

轻松面对，成就无往不利的事业，拥有

和谐快乐的人生 !

作者 : [日 ] �岸见一郎 / 古贺史健

出版社 : �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你是否常常对繁琐的

生活感到乏味？ 你是否时时为复杂的

人际关系感到疲惫？ 你是否认为人生

的意义越来越模糊难见？ 我们如何能

够在繁杂的日常琐碎和复杂的人际关

系中用自己的双手去获得真正的幸

福？ 这一切的答案尽在这本《被讨厌

的勇气》中。“因为拥有了被讨厌的勇

气，于是有了真正幸福的可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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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江波，笔名冷得像风，山西长治

人，现居太原。 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作

协会员，北京评协理事、第一届新媒体

文艺评论委员会委员， 山西文学院签

约作家，太原市杏花岭区作协副主席，

鲁迅文学院第十届网络文学作家高级

研修班学员。 创作 22 部专著， 其中 4

部已出版，7 部被录制为有声小说，创

作总字数超过 2100 万字 ，代表作《面

食世家》《永远的纯真年代》《网络文学

十六讲》。 先后上榜 2017 猫片·胡润原

创文学 IP 潜力价值榜， 获得 2016 年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梦”主题专项网络

文学重点扶持 、入选 2016 年“湖北省

20 部网络文学精品工程”等。

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