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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籍“10后”小诗人匡鸿羽

出版童诗集
《蟠桃味的筋斗云》

随性，让生活更暖
——读陆苏《我想要的生活》

□ 刘学正

“今夜乡下星光灿烂，真想装起一
担星星，挑给那位想把星星‘唤取归来
同住’的城里友人，让他分享我这里的
蛙鸣、水声，还有清香的风、翠色的田、
金黄的油菜花。”这是隐于浙江富阳乡
间的女作家陆苏，用细腻恬静的笔触，
所描摹的醉心乡野的生活。她的《我
想要的生活》，真实记录乡村散淡生
活，在远离尘世喧嚣的小村庄，有散漫
的日常，有内敛的情感，有对山水田园
的美好向往。

春日制茶，围炉冬读。村里的钟
表似乎被刻意拨慢了，清新、葱郁的每
一个日子，每一处目之所及的尘世之
美，都令人心怀感激。“入杯，投壶，沸
水八分，翡翠满绿。一抔春水里，住着
空山鸟语，住着月下花影，住着浅绿深
绿的草木时光。”而雨后，大可赤脚沿
着田间小径漫步，孩子一般向“重整山
河”的蚁群致敬，为那只“修补陷阱”的
蜘蛛助威。水和空气是微甜的，窗台

和桌椅是明亮的，小鸟和天籁是自由
的，大树和花朵是亲切的。“就这样吧，
一辈子，草本的日子，憧憬的日子，喜
悦的日子，平平淡淡过日子。”最悠闲
时，莫过于在小小的村庄，和家人一起
柴米油盐酱醋茶。

在陆苏看来，土布、饭箩、妆台、景
泰蓝……一件件落灰的乡间老物什，
历经岁月流转，烙印下了最朴素的情
怀，生出一种铅华洗尽后的难言之
美。蓝印花布，如时光之杯里的几粒
沙，任凭杯里的水如何更换，始终在杯
底沉淀。“喜欢在蓝印花布间走动的女
子，无论有没有大辫子、红头绳、绞花
银镯，都是久经闺训的、端庄的、传统
的、脱俗的，像一片不容亵渎的薄胎
瓷。”再譬如，那对百余斤的老石槽，是
友人辗转数百里路程馈赠的重礼。石
槽线条简约洗练，旧痕和斑驳恰到好
处，时光早已消逝了关于或牛或羊的
饕餮记忆，赋予其古董般的沧桑质

朴。“铜钱草从美人靠似的槽沿探身而
出，而几尾金鱼正在来的路上。”石槽
虽是寒凉体质，用心触摸却暖暖的，更
何况，上面还有不断涌动的点点绿意
和生机。

家门口，紫竹篱笆围起一小片蓝
蓝的天，妈妈常在这里“飞针走线”。
松土、施肥、挑水、浇园，农家人的本分
让这里长成了一块好看又好吃的“绣
匾”。午后，缝制香囊的奶奶“噗呲”笑
出声来，她忆起了早年间爷爷从上海
买回来两副太阳镜，两人一本正经地
戴上，拍下一张自以为很时髦合影的
情景。而在村头，修车小伙儿快乐得
像个陀螺，懂事的女孩替妈妈挡住凉
风，饱经沧桑的老人淡然地望向远处
的稻田，一群孩子雀跃地放着风筝。

“风筝的飞翔和孩子的手一样稚嫩，一
心地想飞，又总飞不稳、飞不高，但想
飞的努力从不叫孩子失望。”村里人纯
粹得如同一片黑瓦屋顶，有着扑面而

来的自然亲近。而在屋顶下，所有的
人都成了亲人。

放慢脚步，远离喧嚣，陆苏找到了
久违的生活，一种“不孤独且自由”的
生活状态。由书中可知，所谓“想要的
生活”，不是拥有一切，而是做自己想
做的事，见自己想见的人。爱花草树
木，爱晴雨阴云，爱那些又痛又暖的往
事，爱今时所遇的和未曾见过的一切
风物人事。随性，让生活更有温度，让
生命在平淡中渐渐回暖。

读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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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河源笔记》是甘南州藏族作家
王小忠以甘南为背景，关注在现代化
进程中，洮河流域人民在时代的洪流
中，被裹挟着向前奔波的历程中，遭遇
的一个个或哀伤或振奋或伤痛或隐忍
的故事，以及在岁月的轮转下，日益变
迁的洮河风貌。这，不但是对日益远
去的故土的深切缅怀，也是对时代车
轮呼啸而过的真实纪录。

《洮河源笔记》由独立的8篇文章组
成，分别是《祥云》《光阴下》《洮河石花
鱼》《坡上人家》《大棚蔬菜》《风过车巴
河》《三条河流》和《洮河源笔记》。这是
作者用两周时间，执着而艰难地走完洮
河流域，重新审视脚下的故乡后，用一
腔热血书写的真实而旷远、美丽而凌冽
的洮河风情史。那些故事和风光，或是
亲历的，或是听来的，但都是真实非虚
构的。在那片无垠而苍茫的大地上，任
何的虚假都是对它的亵渎。

在那片辽阔的土地上，在近于恶

劣的环境下，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一边
沿袭着传统的耕作和风俗，一边承接
着时代的更迭与冲撞，体验着前所未
有的嬗变。改变意味着抛弃已有，迎
接未知的茫然。在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中，总有人害怕失去固有的一切。自
然，也有人热切地伸开双臂拥抱这样
的变革，因为挑战意味着机遇。在人
生的岔路口，因为不同的选择而衍生
出不同的人生际遇。《洮河源笔记》里
的故事，便从此展开。

由于不堪生活的重荷，而皈依佛门
的母亲，心心念念的，便是有朝一日，能
够乘着祥云，脱离红尘，奔向极乐。

人生如此艰辛，这是不可回避的
真实。但是，即使身心蒙受再多的苦
痛，“可眼下的日子还得过，不但得过，
而且要比以前更认真，更勤快地过。”
于是，有了老夫妻用心呵护的蔬菜大
棚，有了洮河石花鱼和九甸峡中的网
箱养鱼，有了研究生毕生后守在家乡

致力于打造“香巴拉”的扎西……
这是一片怎样的土地，孕育出了

怎样的一群人？在《洮河源笔记》里，
你自有要寻找的答案。读完它，你也
会有自己的答案。

当下，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剧烈的冲
击下，很多人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背井离乡，在陌生的异乡堆砌新的天
地。而曾经熟悉的故乡，也在时代的潮
流里，经历着激烈的震荡，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饱受着蜕变之前的阵痛，
刺激着身在其中的人们。这样渐行渐
远的故乡，还是我们的故乡吗？这样的
故乡，是否还能盛放我们无处安放的眷
恋与深情？这个宏大而具有普遍性的
问题的答案，也在《洮河源笔记》里。

每个人都有故乡，每个人的故乡
大约都是美丽而独特的，并且在其人
生的历程中，永远占据着异乡所无法
取代的位置。不管走多远，我们都有
一抹隐约的乡愁，萦绕在内心深处。

这，也许便是《洮河源笔记》产生的原
因，也是引起很多人共鸣的原因吧。

那条曾哺育世代人民的河流，那
条带着乡愁的河流，奔涌而逝，不舍昼
夜。故乡的蜕变，正如一泻而下的洮
河水，永远不会停驻。迎接并参与故
土的变革，应当成为每一个热爱故乡
的人的姿态。

在无以言明的复杂情愫里，我们对
远去的故乡，有怀念，有期待，有伤悼，
有期许……这所有一切的复杂情感，就
囊括在平静而质朴的《洮河源笔记》里。

远去的故乡
——读王小忠《洮河源笔记》

□ 孙克艳

内 容 简 介
《蟠桃味的筋斗云》是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荆州籍“10 后”小诗

人匡鸿羽创作的童诗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2 年 1 月出版，金
波、金本、王宜振、钱万成、树才、谭旭东、丁云、闫超华等童诗名家
倾情推荐。

这本童诗集精选匡鸿羽在各类报刊发表过的 96 首诗，分“趣”
“真”“情”“愁”“思”“梦”6辑编排，有4大亮点：一是绘本诗集，每首诗
都配有与内容有关的插画，由江苏南京7岁的姜雨琦绘制，色彩明丽，
想象奇特，呈现了诗的意境；二是贴近儿童，作者是“10后”小诗人，插
画师是“10后”小画师，诗与画都贴近少年儿童；三是政府扶持，该诗
集列入2020年度嘉善县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四是随书赠送，
定制了诗意书签4款、插画卡片6款，每本书随机赠送诗意书签、插画
卡片，带给读者美好阅读体验。

作品既有小诗人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又有对亲情友谊的体悟，还
有对社会现象的观察，闪烁着童趣、真情、智慧的光芒。

名 家 推 荐
孩子写诗，就是“玩儿”——用自己的感觉和想象同一粒粒汉字

玩儿，一边玩儿，一边表达着“自我”。写诗，能让孩子最真切地感受
到“语言”的神奇和“灵魂”的自由。祝贺小鸿羽，“玩儿”出了这么灵
秀、可爱的一本诗集！小鸿羽写了些什么呢？写了他眼睛的“看见”，
他头脑的“想象”……他那颗活泼、敏感的童心！童心就是诗句的活
水源头。而他写诗的灵感，就来自他每一天的生活。继续玩儿吧，小
鸿羽，用永远好奇的“看”“听”和“想”……用美妙无比的心。

——树才（诗人、翻译家、法国“教育骑士”勋章获得者）

匡鸿羽告诉我们：诗歌要有趣味，要有想象，要有新意，要有画
面，要有韵律，要有温度，这些都很重要。当然，写好诗歌还要做好其
他的事情。让我们在阅读这本诗集的时候，仔细思考吧！

——金本（诗人、高级编辑、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少
年诗刊》名誉主编）

童年是一段奇妙的旅程，童诗是童年最好的陪伴。读鸿羽同学
的诗，你会发现孩子具有天生的诗性，一朵云、一粒米、太阳、星星
……在孩子眼中，都有了灵性。鸿羽也是一个发现者，善于捕捉生活
中的点点滴滴，电梯、转笔刀、刷题……在他的笔下，都变成了点点诗
意；鸿羽也是一个思考者，对世界、对人生有最初也是最真的发现。
有了诗意，世界就变得有趣起来，生动起来，好玩起来了。让我们一
起在鸿羽构建的童诗世界里，去发现，去感知，去感受吧！

——丁云（诗人教师、中国诗歌学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冰心儿童
文学新作奖获得者）

一个坚持写诗的孩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源于缪斯的精神召
唤。这时，语言的水晶就产生了。匡鸿羽小朋友的童诗写日常生活
的发现和奇迹，这也是他奇思妙想的一个重要出口，期待他在阅读中
能收获更多的诗意。

——闫超华（诗人、《儿童文学》专栏作家、童诗评论家）

这是一本孩子写的诗，这些诗大部分都可以说是童话诗，都是孩
子的想象，孩子的稚气，孩子的天真。也有些诗算是生活诗，描绘了
有趣的童年生活，表现了校园的快乐，也把一个孩子的感觉表达了出
来。会写诗的孩子有慧心，爱读诗的孩子更聪明。希望有更多的人
来关注这本诗集。

——谭旭东（上海大学教授、儿童文学、创意写作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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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匡鸿羽，男，2010年6月出生，浙江省嘉善县某小学六年级学生，

祖籍湖北荆州。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发表诗歌140余首、作文40余
篇，散见于《诗刊》《诗潮》《中国青年作家报》等70多种报刊。诗歌被
收录10多本诗集。主编《每周小诗星诗选》2020年卷、2021年卷。

荣获：浙江省嘉善县第十一届文学艺术“红杜鹃新苗奖”，首届
“母语时代杯”全国童诗大赛一等奖，第二届“长嘉”全国少儿诗歌大
赛一等奖，第九届白天鹅诗歌奖“最佳童诗奖”，《艺术界·儿童文艺》
2019年度“最佳作品奖”，《少年诗刊》星光小诗人等全国30多个奖项。

中央电视台知名导演孙滨，曾策划
并执导《综艺大观》《欢乐中国行》等多
个品牌综艺节目及不同种类的大型活
动和晚会，在业界有超强影响力。著名
主持人倪萍说，“孙滨的电视作品里，美
永远是第一的，从前是，现在更是。他
从不曾向低俗让过路，他相信美可以净
化心灵、涤荡灵魂，美是可以使人幸福
的。于是你看见的孙滨总是一副幸福
的模样，幸福来源于他的知足。”如今，
孙斌已站在人生半途，但仍以一颗少年
之心对待生活，他希望大家放下所有的
经验和经历，用孩子般的单纯和好奇对
待接下来的日子。因为，你才是自己的
小宇宙，其他的都是浮云。

孙滨工作之余喜爱文学及歌曲创
作，码字成为生活中最大的快乐。在
文学创作方面，著有《不说再见》《我看
行》《用快乐修行》三部散文集，用轻松
文字分享快乐生活。孙滨最新出版的

《对生活的轻吟以待》（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21 年 10 月）是一部随笔集，
源于孙滨的工作与日常生活感想。在
作者的视野下，如果假设人的理想寿命
是100岁，那么50岁起，就意味着开始
了人生的下半场，而精彩也大都埋伏在
玄机重重的下半场。作者希望我们像
知名导演娄乃鸣学习，“包容以前无法
包容的事，接纳以前无法接纳的人。”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孙滨希望我们在经历了很多年的江湖
风雨后，依然可以保持年少出发时的
那一份赤子之心。本书分为“人生智
慧感悟”“名人幕后故事”“生活逸闻趣
事”“家庭温情记录”四个单元，是年过
50的作者对人生上半场的回顾，以及
对即将到来的下半场的思索。作者语
言通俗易懂、风趣幽默，同时又带有一
分看淡世事的凌厉。作品中，孙滨通
过数十载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智慧，不

断思考和探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肯
定精神生活的独立价值，富有智慧和
启迪性。对疲于生活的现代人会有很
好的心灵抚慰和人生指引作用。

对于我们这些中年人来说，孙滨的
很多文章都能引起大家的共鸣。譬如
他在《记住这三句话，你会活得更好》中
明确告诉大家：一是没几个人会真心为
你喝彩；二是没几个人真正懂得感恩；
三是没几个人不喜欢听好话。以第三
句话为例，作者通过电影《好莱坞往
事》中的桥段告诉我们，你觉得大家都
不是小孩子了，没必要经常说好听的。
其实，你错了。就是耄耋之人也爱听

“您眼睛一点也不花”这样的假话。因
为人是虚荣心很强的动物。在甜言蜜
语面前，小战士和大将军是同一个智
商。作者指出，你明白了这三句大实
话，就不会跟自己较劲与别人计较了。

那么在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应该

怎么做呢？作者建议，我们应该“把最
美好的时间，放在让自己快乐的人和
事上”。作者通过哲学教授在课堂上往
广口瓶里添加高尔夫球、小石头、沙子
和水的实验告诉我们，“尽管相对于大
自然而言我们人类很渺小，但我们仍拥
有完成任何事情的能力。当然，前提是
我们要聪明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因此，
什么领导又给自己穿小鞋了、这个月
的业绩没隔壁老王的好了等负面事
情，我们就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你才是自己的小宇宙
——读孙滨《对生活轻吟以待》

□ 邓勤

美丽、温情、感动、力量，我这样形
容《朗读者》，它不仅是一台节目，更像
是一缕春风、一股清流……

自2017年2月第一季播出以来，
我便成为它无数粉丝中的一份子，直
至看完第三季节目。《朗读者》将书中
的知识、不为人知的平凡故事搬到电
视屏幕前呈现给我，我将对它的喜爱
写进我的文字里。如若不是对它喜爱
之深切，又怎会在闲暇之余提笔书写。

《朗读者》中朗读的不仅是书，更
是朗读者们的故事。走进《朗读者》，
我见到了无数默默坚守岗位，直到成
为行业顶端的人才，也读到了无数功
成名就人士背后的辛酸苦辣。翻译家
周克希用12年的时间翻译了普鲁斯特
《追寻逝去的时光》其中三卷，他在朗
读者中说：“我只有星期七，没有星期
天。”当《鲁迅全集》《骆驼祥子》《老人
与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这些
书籍，出自他们的朗读之后，我仿佛领
悟到书中文字更加深层的含义。正如

主持人董卿所强调的，“一个人，一段
文，把文章和个人经历、个人情感融合
得恰到好处，才是这个节目最大的成
功。”他们朗读的同时，也正在写书，他
们用走过的繁华绚烂的经历，写给观
众们看。

康巴汉子斯那定珠花费10多年时
间，用完三四千万元的全部积蓄，曾负
债1亿元，只为修一条通往家乡的路，
被誉为现代版的“愚公”；

脊柱外科专家刘海鹰从事脊柱外
科近30年，曾戴着颈托和护腰为病人
手术，甚至给病人做完手术后，自己再
被推进手术室。一次次在脊柱这个被
称为“生命的禁区”里动刀，一次次在
生命的禁区创造奇迹，救活无数的生
命告慰他因劳累而早逝的母亲；

小麦育种专家茹振钢和他的妻子
原连庄，用40年的时间研究小麦和大
白菜育种，被称为“麦爸菜妈”。对他们
来说，种子就仿佛是最独特的文字，在
一片片希望的田野上，写下了对农业技

术，对这片大地，对彼此最深挚的爱；
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吴孟超从医70

载救治1.6万肝胆病人，96岁依然坚持
每周至少3台手术，用一生倾注一件事。

中国14亿的人口中，伟大的人实
在太多。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有一
个共同点：坚守。穷其一生，只为完成
心中那份坚守，虽崎岖但从不轻言放
弃。故事令人动容，动人心弦，每每讲
到动人之处，屡次让我满含热泪。他
们的精神，足以激励每一个人，足以代
表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力量。

我是一个畏惧时间流逝的人，很
多年没有看过电视剧，看电影时会用
1.25倍甚至1.5倍的速度，想看却又不
想把时间花在电视上。而在看《朗读
者》时，我是不愿意快进的，不愿意错
过每一帧的美，故事美、人物美、画风
美、声音美，就像春风抚慰一般，平息
焦躁的心灵。正是这种沉浸，《朗读
者》又教给了我很多。

对于青春：脚踏大地，泥泞，相信

一定会磨砺青春，让人生焕发出与众
不同的光华，这光华也必将与我们的
时代交相辉映。

对于选择：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
不缺机会，势必会让每个人面临很多
的选择。无论如何，希望每一个人，都
能做出一个在日后回想不让自己后悔
的选择。

对于亲情：亲情永远是每个人最
宝贵的东西，它是与生俱来的安全感，
不用费力讨好，也无需努力争取。

对于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世间一
切，都是遇见。冷遇见暖，就有了雨；冬
遇见春，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
人遇见人，有了生命。

字字珠玑，句句箴言，段段入心，
《朗读者》教给人的太多，又怎能用三
言两语一概而论。时隔3年，第三季再
一次向观众走来。对我来说，像久违
的老师，更像盼望已久的朋友，希望它
能够一直陪伴在身边，透过这个窗口，
认识世界，发现人间绝伦的美。

我不愿错过每一帧的美
——观《朗读者》有感

□ 吴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