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新人推荐 家乡风情的深情凝望
——袁丹银散文随笔印象

□ 刘晓庆

近年来，湖北省作协会员、江陵作家袁丹银
以深情之笔记录家乡风情，以赤子之情歌唱发展
变化，以爱国之心赞美时代腾飞，以敬畏之心雕
刻思想花朵，在《湖北日报》《荆州日报》等报刊杂
志发表了一批以江陵风情为主题的散文随笔。
作者的散文随笔语言优美，简洁流畅，情感真挚，
隽永深情。

从内容上看，这些散文随笔主要集中在五个
方面：一是家味美食。汽水粑、鸡蛋茶、豆腐干、
阴米粥、荷包热糯米，还有香甜的米酒、炸米子、
米子糖等家乡美味，始终缠绕味蕾、萦绕心头。
二是民风民俗。作者笔下的端午、重阳、中秋等
节日，中元寄怀思故人，过了腊八盼团圆，买年画
的孩提时代等，呈现一幅多姿多彩的绚丽画卷。
三是水乡记忆。江陵特别是作者生活的郝穴镇
是一个美丽富饶的水乡。工农兵照相馆、童家湾
那一眼古井、曾经繁华的河南堤，以及丁公祠巷、
内荆河、铁牯牛等，给作者留下深刻难忘的美好
记忆。四是民间故事。鹤栖郝穴、红水渊的传
说、乌龟碑的故事、一封无字家书、长虹旅社那段
恋爱罗曼史等，这些都是流传至今、耳熟能详的
民间故事。五是岁月感悟。面对知青岁月、雨夜
秋思、小巷古井，作者常常发思古之幽情，抒眼前
之感慨。回忆平房里的柴火灶，品尝思念的味
道，写出师恩难忘、病榻杂感、岁末心语，发出最
美还是家乡雪，你回家才是年，别让人生输给了
读书等感慨。

从文化上看，乡愁是具象可见的，像慈母的
手中线，像老家屋顶的炊烟，像家乡门前的里河
（即内荆河）……不管身处天涯海角，也不管岁
月沧桑变化，心头始终燃烧一盏不灭的明灯，胸
中汹涌一股奔腾不息的力量，这正是作者散文
随笔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一是留住乡愁之根。
作者通过细腻绵柔的深情笔触，忠实记录家乡
的一草一木、民风民俗、气息气味和情义情怀，
以优美洗炼的文字形式，牢记乡俗、不忘乡音、
留住乡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文化
融入血脉。二是传承精神之魂。记住乡愁、留
住乡愁，不是食古不化、抱残守缺，更不是固步
自封、裹足不前，而是要吐故纳新、发扬光大，赋
予时代新的内涵，丰富传承新的形式，使之成为
绵延不绝、传续久远的文化基因和力量源泉。
三是激励奋进之心。乡愁，是中国文学历久弥
新的主题，就是通过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
体现纵横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作者创
作的宗旨之一，就是为了漂泊在外的游子情系
故土，热爱家乡，关注江陵日新月异的发展变
化，激励人们不懈奋斗，始终做到厚德载物、自
强不息。

从表达上看，作者注重文字凝练，铿锵有声；
注重语言修辞，韵味绵长；注重意境营造，饱含激
情。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才能吸引读者、引起共
鸣。一是托物寄情。作者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
描写江陵风情，把要抒发的感情、表达的思想寓

在风物之中，使乡情、乡恋、乡愁有所依托，增强
了文学感染力。作者置身于现实生活中，对心目
中的饮食、老屋、河流、古桥、石磨等风情景象进
行观察、体验、回味，准确提炼、深刻表达主旨思
想。二是诗情画意。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用诗
的意境、诗的语言、诗的节奏、诗的色调、诗的韵
律来写散文随笔，达到文情并茂、脍炙人口、韵味
悠长的阅读享受。《阴米粥：妈妈的味道》《外婆家
那碗甜甜的米酒》《老屋小石磨》等，这些作品具
有较强的文学价值、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三是
真实生动。作者笔下的民风民俗，以生活真
实为基础，通过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经过选
择、提炼、加工、改造，创作许多具体生动的艺
术形象，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增强作品的真
实感亲切感代入感，因而作品具有很强的可
读性和生命力。

总之，作者能够深度介入现实生活，深刻
回应时代呼唤，把目光聚焦在家乡江陵那片
热土上，写出了一批有语言魅力、有灵魂高度
的文学作品。我坚信，以作者尊重文学的理
念，创作悟性的潜力，热情奔放的性格，感恩
亲朋的真诚，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更好更美的
作品！

（刘晓庆，湖北安陆人，先后在《解放军
报》《空军报》《长江日报》《孝感日报》《中山日
报》等数十家军地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著有文
集《呼唤远方》。现居北京）

《荆州城》是诗人铁舟的一首小诗。铁舟和
你我一样，均是滚滚红尘中普通一人，住在荆州
城，在银行上班，照常为工作、生活、子女忙碌，一
样也买房子，也按揭。他与我们的区别在于：他
是一位诗人。

诗，是高雅的。诗，也是现实的。铁舟的诗，
将高雅与朴素融为一体，融入平民生活，抒写下
里巴人，将平民百姓平淡而朴素的生活，抽丝剥
茧一般，层层揭开表面的面纱，让我们看到了生
活的内核，当真相与原貌展现于我们面前时，我
们大吃一惊。

原来我们这些在城里进进出出的男男女女，
不过都是一粒普通的沙子而已，就像护城河里的
鱼一样，为了生存，时而浮头、喘气。

平常，我们疏于分析，疏于思索，我们总是随
着滚滚红尘的挟裹，被动着向前，茫然而没有目
的。欣欣然以为，真买下了房子，可惜那是按揭

来的，真正的产权要等你还完按揭款后，才会全
部是你的。也天真地认为，是有人在帮我们挑担
子。可惜，生活的重担，一如继往，还是由我们自
己在承担。而别人，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可以让我
们换换肩膀的角色。

原来真相就是如此残酷。你，我，滚滚红尘，芸
芸众生，谁不是那一个渴望能换换肩膀的挑担者？

这就是诗人铁舟，仿佛一个哲人般，用最简
洁的词语，精准表达了我们生活的真相。

什么是好诗，或者好诗有什么标准时，铁舟
说了三个词：当下、在场、疼痛。

当下。是回答作品写什么：反映当下的现实
社会。凸显作品强烈的时代感。荆州城，接了地
气，拉近了你我的距离，让我们感受到了浓郁的
烟火味。我们都生活在不同的围城之中，都是城
中的一粒沙子，都是护城河里的一条鱼，都生活
在这一现实社会之中。

在场。是回答作品怎样写：作者的亲历，在
场，融入故事、情节与场景之中，方能给读者营造
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围城之中：宾阳门里进进
出出的男女，瓮城里抽签掐指的瞎子，护城河里
的白鲢，荆南路、荆东路与荆北路，紫荆御景、城
南春天……这些熟悉的人、场景、道路、楼宇，就
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早已融入到我们的血液
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离。

疼痛。是回答作品的深度：在场还不行，不
能麻木，要直达灵魂深处，刻骨铭心，深入骨髓，
痛彻心扉！那个用一张货币的纸做买卖的人，玩
魔术的人，开发商，以及幕后的手，都曾经是我们
感恩的人，他们在我们生命的疼痛中，起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

这就是铁舟和他的诗，你我红尘中人，当下
于荆州城，北上广深，或一个不知名的城内，原汁
原味，痛并快乐的人生。

《荆州城》里的烟火味
——诗人铁舟的朴素情怀

□ 杨良成

名名家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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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垄上诗评

在松滋诗歌界，杜丽君老师可谓创作丰硕，继第一本诗集《涓涓之水》之后，
近期又出新诗集《我们明亮如河水》。

每一种艺术样式都有其物质精神构成及其内在规定性并由此搭载它的创
作者抵达永恒和不朽，每一位艺术家都必然借由遵守其物质精神构成及其内在
规定性方能创造出抵达永恒不朽的作品。从分析解读杜丽君的诗歌作品看，诗
人抵达永恒和不朽的路径探索可以说包含如下三个方面。

在对抒情主体的形象塑造中抵达永恒和不朽
注重抒情而不太看重叙事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杜丽君的诗歌继承和发扬了

这一传统，其绝大部分作品都归属于形制精美的抒情诗。这些形制精美的抒情
诗，其艺术价值和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最重要的价值成就是初步完成了
对于一个特定抒情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这一抒情主人公可以说是生动灵秀，
性格独特，内心丰富，温婉柔情，多愁善感，沉静明丽，善解人意，细腻忧伤，典雅
知性，让人赞美欣赏，让人难以忘怀。这一抒情主人公形象会因诗而立，因诗而
传，会和诗一起抵达永恒和不朽。

《如果，真的爱过你》与其说是一首抒情诗，不如说是诗人用诗歌形式为现
代社会理想女性提供了一个写意标本：内涵、纯情、沉静、温柔、坚韧、宽广。和
这首诗一样，还有很多诗都在抒情达意之中从不同的方位角度和层面丰富完善
了对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塑造。这一形象塑造已经很成功，已经卓然独立。有读
者读了杜丽君的诗之后，误以为诗人还是一位纯情少女。杜丽君自己也说：因
为诗，“很多这之前不认识的人，都有误解我年龄的发生，我除了粲然一笑，只能
告诉你，是诗歌缔造了另外一个我，如同年轻的风浩荡原野，让人始料不及，也
让我对自己平生第一次刮目相看。”正因为诗中有了这样的“另外一个我”，有了
诗中的这样一个抒情主人公形象，不管社会生活中的诗人实际年龄如何，日子
过得咋样，诗和诗人都必将在路上向着永恒和不朽不断靠近。

在对特定意境的精心铺设中抵达永恒和不朽
诗歌以意境传情，读者以意境入情。意境即情景交融，即意象互生互

指。大学问家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诗亦
如是。作为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杜丽君是深谙此道的，绝不会枉费笔墨，其
诗歌之有境界自不必言。要说的是杜丽君的诗歌意境是特定的，是与众不同
的，是精心铺设的。一方面是以特定女性视角、恋乡情结、忧郁天性、善良多
梦等主观之情导引选取相应的具体事项物象，精心酝酿构筑自己的诗歌意
象。故乡、老街、父亲、生母、继母、哥哥、妈妈、恋人、篱笆、炊烟、特别是柳林
河，还有很多很多的日常小事一草一木，都成了诗歌中有故事的主角，都成了
诗人的寓意之所，寄情之物，都成了诗中的达意之象。另一方面是基于深厚
的传统文化和文学功底，对古典诗文意象进行拿来、解构、运用，按照新诗的
要求构建新诗意境。诗人刘盛云在《古典诗境中的温婉情怀》一文中说：“杜
丽君女士的诗作形制精致，韵律鲜明，意象丰富而深远。她的诗几乎都在十
五行左右，然而尺水兴波，千帆旖旎。她擅长从古代经典中拈出诗性元素，诸
如一丛蒹葭，一段落霞，一截东篱，一剪寒梅，一弯霜月，一支雁翎，一场初雪，
机巧地加以移植或融合，使之化为自己诗意中的多肽，并滋长成为一片动人
的风景。”

在对读者受众的选择期待中抵达永恒和不朽
读过诗人的第一部诗集《涓涓之水》，再读过刚出版的第二部诗集《我们明

亮如河水》，我觉得诗人的创作对于读者受众的期待是有选择的，并没有期待很
多人都能读懂她的诗喜爱她的诗。她在诗中表达的一些感受思虑，玄远而幽
独，即便是用散文的方式面对面地诉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听懂。在意象
的铺设中大量使用比喻，特别暗喻隐喻和象征借代，让对所涉对象的物性物理
和情感寓意不熟悉的人进入诗境有一定的难度。在当下生活节奏加快，文化供
给快餐化的今天，亲人之间在时间陪伴尚已成为奢侈，让一般的人花很多时间，
通过读诗来陪伴我们诗人，更应该是一种奢侈。但没有关系，人类不能没有哲
学家和诗人，生活不能没有诗和远方，诗总会拥有读者，读者总会需要诗。只要
诗歌创作坚持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和规律，就一定能够抵达永恒和不朽。

杜丽君的诗大部属于新诗，而新诗的正式诞生也不过40余年。对于新诗
的相关问题，我曾于2008年在《凤凰城读诗》表述过一些想法，现引用到这里供
参考并祝福杜丽君在康居快乐中有第三本和第四本诗集联翩出版！

“面对新诗读不懂，没人读，不能打动人，写诗的人也徬徨迷惘的情形，面对
新诗就是写句子加回车等新诗理论，我和身边的诸诗人曾不止一次地探讨过新
诗的特质问题。就在去凤凰城的路上也还在讨论，试图找到答案。读了黄永玉
先生亲手书写的诗，我坚定了自己对于新诗的几点理解：首先是诗贵有情，有真
情，有深情，有激情，有‘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共有之情，就像黄先生诗中
所表达的对故乡的情。其次是诗的语言并不需要晦涩朦胧，而是越明白的话越
好，越直接简单越好。就像黄先生的这首诗，没有哪一个词句需要用心琢磨思
量的，所有的语言就像为我们进入黄先生心灵情感世界专设的直通车和康庄
道。所以写诗不是要把语言陌生化，不是让语言成为门槛，不是要在诗人和读
者的心灵之间设置隔离障碍，而是要架设宽敞平坦的桥梁通道，最好是让诗人
和读者的心灵直接相通相连，也就是要做到王国维先生说的‘不隔’。其三是，
诗是写给有情的人读的。有情的人自然会喜欢诗，自然会有幸读到很多的好
诗，无动于衷的人不容易喜欢诗，也是很难读到和读懂好诗的，所以不要期待所
有的人都成为诗的读者，在娱情娱心多样化快餐化的今天，没有必要为读诗的
人数不那么多而感到伤心和悲哀！”

《我们明亮如河水》杜若 著
出版社：中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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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读书心得 熟悉的陌生
——读黎尊乾小说集《南方有金楼》

□ 彭超鹰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黎尊乾一同在监利乡
村做老师，一同业余捉笔涂鸦，一同办文学社：他
在刘市办“大溪文学社”，我在犁耳湾办“湖乡文
学社”。我们相距不过十公里，却如同两只坐井
观天的青蛙，成天对着井口大的天空发挥着无穷
的想象，试着以笔为梯架起一座桥，走出井口看
围墙外的天空。

他性情温和，不急不躁，如他笔底下从心底
流淌而出的文字，如他起初发表在《荆州日报》上
的散文《乡戏》《剅沟这块地》，散发着乡土的泥巴
清香，让人回味悠长，让人舒服恬静……他让我
看到的乡村田园不再是破败无趣的，困苦如井的
生活了然生出些许江南烟雨的诗情画意，袅袅如
烟，叮咚有韵，迷醉了我来去的路，一心只想沉醉
于他的文字里，躲着不肯出来，管尔东西南北，与
君习文皆好。

后来，他的散文《远去的书摊》斩获全国一等奖！
自此，我就不再觉井小。
写作之余，我们常常趟着泥巴路，赶着下雨

天，以文学社之名，享着“兰亭序”样的雅集，在刘
市在犁耳湾往返的距离间，用文字抵挡着世俗的
一切的一切，企图用文字构筑起我们自己的城
堡，或是一座洁美的象牙塔。

可是后来，我们的梦终究不堪一击，在求生
的选择下，惟有逃离，或许才是我们惟一的出路；
惟有搏命一跳，或许才能跳出井口看世界。我们
先后搭上南下的列车，去了广东……

尊乾是幸运而有福气的，他南下的经历一度
传为美谈，甚至在荆南的教育界引发了不小的轰
动。原来，他在南国的职场，特别顺利，特别成
功。很多朋友常常向我打听缘由，我想了许久，
发现还是“坚守”二字！

正如他的文字，总是在处变不惊中保持着一
种坚持的坚守。人品如文品。

我欣赏他即是欣赏他的文字，带给我的是一
份安静，还有一份定力的坚守。

他从他的刘市，我从我的犁耳湾，被挟裹着
懵懂着南下，似乎心照不宣或是有种力量的指
引，让我们在相隔数年之后再次相聚，却在南方，
在佛山、东莞两地各自经营自己的人生。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
剧本总是出人意料的惊喜。
和尊乾的跑步，我突然有了莫名的陌生。
《南方有金楼》是尊乾的第一本小说集。我

除了欣赏还是欣赏后的祝贺，一如我之前对他散
文的咀嚼回味，有着三日不思茶滋味的美好。

惭愧自己早已疏远于小说，在熟悉的圈圈和
套套里再也找不到新鲜的有突破性的立意，或表
达之后，渐渐从一日不可无文学中走出，混迹求生
的本能中经营着自己慵散的生活，早已无暇于小
说的创作，难有灵感突袭三更灯火夜无眠的激情。

尊乾还是之前的尊乾，一如他简练而老道的
文字，一如他禅定如一的定力，一如他对文学锲
而不舍的执着，一如他从散文到小说创作给我的

惊叹，还有陌生的惊喜。
写作即生活。他用他的定力他的执着书写

着他的生活，还有他对世事的洞悉，人世有趣的
人事或笑而不语或嘻笑怒骂不着一字，却入木三
分趣味横逸而出的功力，给了我全新的陌生与好
奇。《局长写了错字了》《青春与野兽》《局》等等，
或许是我们这代人对现实种种的不适和轻轻的
一声叹息，即使是《夏天的梦想》《无根》等篇什，
有着我熟悉的陌生，也有着我和尊乾之间熟悉的
陌生，陌生的熟悉。

任何创作或许都是当下的真实写作？或许
脱离了当时之境况，难以走进作品深处，聆听到
灵魂深处的对话？！

因此，我只能远远地观望尊乾，对他的小说
心存陌生的阅读，在或离或近的同行中，只能期
望他的作品越写越好，也期待着他的另一本散文
集出版。因为，有嚼头的文字可以拿来下酒，有
故事有新意的小说，让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或人生。

是的，惟有距离才是美的。
同样，惟有心存着对万事万物陌生的好奇，

文字或许才会生发出张力的活力，才有了鲜活灵
动的跳跃，旷世之作大抵亦是如此的在陌生中带
给读者如我一样的惊喜。

（黎尊乾，监利龚场人，中国小说学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监利
市龚场镇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现居广东）

附：
荆州城
□ 铁舟

不伦不类，五年了
我被晒在这里，像一粒外乡来的土豆
偷窥着宾阳门里
进进出出的男女，多想
一跃而起，请瓮城里抽签掐指的瞎子
帮我算算
哪一位是我的亲人

而事实总不如我所愿
我像一尾
丢在护城河里的白鲢
郁闷、孤独，因缺氧而浮头

喘气、望天，数
城墙上一字排开，找不到发音的
象形文字

一张荆州城区地图
忽略荆南路、荆东路与荆北路
眯着眼看，凹凸围拢
荆州城，分明就是一只
很多人穿不了
很多人穿了又脱下
遗世经年的靴子
而你我，或者说
我们，这些小混混
都不是那只脚
顶多，也就是一粒
落入靴内的沙子

横竖都被人磨
偶尔，也耍耍脾气
顶顶他们

我是这城市的罪人
我的职业是买卖
货币，我一只手
把城里人的钱，以存单那张纸
收起，投出去，让开发商
修起
紫荆御景、城南春天
一只手，用按揭贷款
帮城里人买回房子
我就是那个玩魔术的人
有罪的人
拿你的物资

帮你买回物资，而我
我最大的作用，无非
就是，借农业银行四个空洞的字
帮你换换肩，挑重担子的
那个人，仍然是
你自己

（铁舟，本名覃文平，出生于松
滋郑家铺，供职于农行荆州分行。
作品见《长江文艺》《汉诗》《芒种》
《中国诗歌》《诗歌月刊》《芳草》《诗
神》《长江丛刊》等，获得过省作协优
秀诗作奖，出版诗集《供词》《松针上
有蜜》，民刊《新汉诗》主办人之一，
湖北省作协会员，湖北省委宣传部
“七个一百”人才。现居荆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