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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诗歌也离不开生动的细节描写
□ 靖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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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书推荐

暑热难耐的三伏天，《磷都深处》的主编马俊芳女
士将此书郑重交到我手中，我知道，这于我是一种信
任，是包括她在内的胡集镇的一群作家们送给斯山斯
水的礼物，更是他们对胡集这片土地深情的告白。

《磷都深处》是一座美丽乡镇的推介之书，亦是一
部充满人民情怀的大爱之书。说它小，是因为全书收
录的每一篇章都是小到以山头、河流、野林为单位的地
域书写，与大山大河相比，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地理位置
别有一番野趣；说它大，是因为写作者们用饱蘸情感的
笔墨，写出了中国数十万乡村中独特的那一个。

磷都胡集位于钟祥市西北部，东临汉江、西枕大
荆山余脉，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片土地自然资源丰
富，磷矿开采量居全国第一，俗称“中原磷都”。它历
史底蕴丰厚，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丰富的

“履历”造就了这片不平凡的土地，呈现出许多平凡人
物的非凡故事，这些都可以在《磷都深处》这部作品集
中窥见一斑。

作品集共分九个小辑，分别是《美丽磷都》《古韵
胡集》《美丽乡村》《诗意胡集》《美味胡集》《红色胡集》
《胡集校园》《磷都儿女》《磷都故事》，从自然生态、悠

久历史、到乡村振兴、再到社会风味、校园特色，全视
域展现了磷都胡集的社会经济、人文风貌，让未曾踏
足的读者了解它、热爱它；让生活于此的人们感恩它、
珍惜它。这里，隐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精神风范、人
格性情及美学情趣。这个蕴含着巨大能量的精神文
化空间，在一群热爱文学的本地作者的开掘下，衍生
出了这样一部有温度、有情怀的文学作品。

作品集的每一个文字都在向读者阐释：“落其实
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在第一辑《美丽磷都》的
开篇《遇见》里，读者便能轻易获得这种阅读的情感基
调，“遇见它们，我知道了心之所向，倘使身处繁华闹
市或命处困厄穷境，亦能如斯干净生长……凡是遇
见，皆应感谢！”编者借此言，道出了全书近40位作者
反复在文字中重申的信念：“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文学与乡村，与土
地有着天然的联系，乡土、乡村就是文学的土壤、根
脉。小小的胡集镇走出了数十位作家也正得益于这
种“文脉”的传承。

翻阅此书，便自然与胡集的风土人情相遇，不论
是紫园、峡卡河、放马山，还是石岩洞、白云山、桠巴
岗，胡集保留着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充满野趣，让人心
驰神往。跟随作家们的文字，去领略一幅幅“山水田
园图”“渔舟唱晚图”“野灵狂欢图”和“桃源乐土图”，
在作家们笔下，我们重新认识了酢浆草、诸葛菜、婆婆
纳、菖蒲、冬葵……这些植物的存在意义。

如果仅仅是美景醉人，这部作品集也只是多见景
少见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同质化的书写。《磷都深处》
的独特之处在于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太多了：在
《美丽乡村》《美味胡集》《红色胡集》《磷都儿女》几辑
里，有成长于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歌王”黄祖德；有牺
牲在白云山下的抗日英雄谢传兴、周天和烈士等革命
年代的英雄；有转让公司股份，放弃企业逐利，回乡当
村官带领群众致富的湖山村党支部书记郑雄，以及像
郑雄一样一心为村民着想的其他村支部书记；有让石
头山开花结果的创业农民吴安军和创立胡集鸭品牌的
继富夫妻；有冬夜里张罗群众捐款助困的快乐老田和
一批义工、志愿者们；还有疫情期间舍小家顾大家的医
护人员……单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哪一个能够

不在读者心中留下难忘的印记？他们是新时代的平凡
英雄，如一点点星光，汇成一束火炬，让光和热照耀着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个创
业奇迹在这里出现，一个个乡村振兴巨变在这里发
生。这些具体经验的书写，在全市乃至全国范围内，无
疑对美丽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很多作家需要扎根基层，深入体验生活才能创造
出接地气的作品。很幸运，胡集的一群作家们正是这
样做的。胡集这片土地是乡村振兴最火热的地带，是
人民生活最生动的实践，蕴含着源源不断的文学动
力。生活在胡集这片土地上的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
情感深扎这片厚土，汲取精神养料，建立自己的精神
天地，做起了时代的记录者和歌颂者，这是胡集作家
不约而同形成的创作自觉。很显然，这种书写是具有
时代感的。这种书写对于当代文学历史的填充看似
渺小，但正是作家们对这片土地、人民的切身理解与
书写，组成了诸多乡村书写中的“那一个”。用文艺理
论家南帆的话说：“20世纪中国文学描述的乡村空间
远远超过了数千年古典文学的总和。”

庆幸的是，这种生活经验、精神风范、文学自觉在
年轻一代的身上有了传承。在《胡集校园》一辑中，近
20篇本土中小学生创作的习作，无一不诉说着对这片
土地的热爱，对耕耘这片土地的人们的感恩。我们看
到了当地政府对教育、对文学的重视，看到了少年们
对文学的热爱，对建设这片土地的热情。这种潜移默
化的传承，一定会让胡集的明天更加美好。

信手翻完整部作品集，编者的用心令人感佩，奋
斗者的故事令人鼓舞，助人者的故事令人动容……平
凡而不甘平庸的人们，书写了一个个不平凡的故事。
读到此，相信那些民族自信心的丧失者会找到信心，
文化虚无主义者会找到真实感，对未来乡村发展持悲
观主义者会看到希望。我们可以想象，当社会上每一
个村落村镇都能涌现这样一批书写者，那么，对于乡
村振兴的谱写，一定会出现更华丽的篇章，社会发展
会铸就更辉煌的未来，正如《庄子》中“天地之为稊米
也，毫末之为丘山”的小大之辩，文学的影响力能集腋
成裘，精神的影响力亦能聚沙成塔，这也是本书一大
重要意义和价值所在。

地域书写中的乡村振兴与情感能量
——读文学作品集《磷都深处》

□ 余欢欢

读读书心得

陈克锋的诗，过去也读过一些，一直感觉他的诗
总体水平不低。在临沂的诗人中，如果是以质量和数
量排名次，他应该是排在比较靠前的诗人。

我用一天的时间，认真拜读了陈克锋《母亲的北京
城》《俺的北漂史》两本诗集，其中有以下几点印象深刻。

首先是题材新颖，视角独特。
现在的社会强调创新，其实文学始终是强调创新

的。一部作品，只要题材与结构新，就成功了一半。
这个问题，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同志都懂得，但重视
不够，特别是诗歌创作，基本上是随意性很大，风花雪
月都写，却没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特色、嚼人家吃剩
的馒头，使得创作出的作品缺少感染力和冲击力，尽
管也时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仍然影响力不足。而陈
克锋的《母亲的北京城》，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
从一个母亲的视角、一个乡下女人的视角，重新认识
首都北京，自然就有了与众不同的感觉，虽然写的仍
然是一首首短诗，但把整本书连起来读，我们就会发
现这不是一本短诗集，它是一首叙事宏大的交响乐，
其中的一首首短诗就是一个个音符，有的负责抒情，

有的负责逗趣，有的负责思
考，有的负责畅想……汇在
一起，就成为这本把高楼大
厦与玉米稻田、白领丽人与
乡村妇女、高度发达的现代
文明与尚显落后的乡土气息
糅在一起的诗集，它是一首
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把一位
乡下母亲在大都市的种种经
历和感受，都真实记录了下
来。这样的一本诗集，仅仅
是题材，就能吸引人读下去，
并能使人从全新的视角反思
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碰撞
以及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
化。毫无疑问，这样的一本

诗集实际上就是有特色、有价值、有生命力的。
其次是陈克锋的诗歌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陈克锋的诗，不刻意追求什么流派，只是扎扎实

实地记录生活，却写得诗句清丽，让人一吟难忘。为
什么能写得这么好呢？我认为他的创作技巧有以下
两点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注重形象化写作。有人认为，只有小说才强
调形象化写作。实际上，优秀的诗人，也格外重视运
用形象化的写作。这一点，我们的先辈就是这么做
的。如李白的《行路难》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
行雪暗天”之句，就像一幅画一样呈现在读者面前。
即便闭上眼睛读这两句诗，我们也能看到那幅画面。
再如有人写过一首打油诗，题为《大明湖》：“大明湖，
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
一蹦达。”先不说这诗孬好，但正是因为形象运用巧
妙，才使得全诗变得生动起来。

那么，陈克锋的诗，是如何运用形象化写作的
呢？我们来读他的《咳嗽》：“喝不惯北京的风，母亲
咳/吃不惯北京的水，母亲咳//接走不断的咳嗽/排出

一列/返乡的老火车//最厉害的一次，在深夜/我看见
母亲/咳出父亲的一亩荷塘//月光皎洁/沿着母亲的白
发/哐当哐当地跑/一路锋芒”一首写老年人咳嗽的
诗，最不容易写出形象感来，可陈克锋通过把咳嗽“排
出一列／返乡的老火车”，把母亲渴望回故乡的心愿，
表现得淋漓尽至。陈克锋的其他诗句，也都形象感极
强，所以很容易就能被人记住。他这种运用形象化语
言写诗的风格，值得我们学习。

二是重视对细节的运用。写小说、散文，要重视
写细节，而好的诗歌，也应重视写细节。如马雅可夫
斯基的《告别巴黎》：“换掉了最后一枚法郎，我踏上了
汽车。”兑换法郎是归国前的细节，表示一贫如洗回到
了祖国。艾青的诗中写过乞丐看别人剔牙的细节，以
此形容穷人饥饿到了什么程度。而陈克锋的诗，也格
处重视运用细节写作。我们看一看他在《母亲的北京
城》中怎么用细节写诗的？

他在《活在农历》中，说母亲虽然住在北京，却仍
以农历计日。因为农历显示雨水、芒种、白露、霜降等
节气，让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割，母
亲从节气的变换中，能够嗅到故乡泥土的气息。

他在《小狗》中，写母亲与流浪狗米米先是紧张后
和解的关系。母亲下楼倒垃圾，米米像个孩子似地硬
要跟着，母亲只好带着它。回来的时候，母亲找不到
哪个单元了，米米跑在前边，爬一层楼，等一等，直到
把迷路的母亲领进家门。

他在《和女儿喊山》中，写对故乡沂蒙山区的热爱，
说与女儿做游戏，彼此都叫“沂蒙山”。结果，回到北京
后，“女儿在厨房大嚷：沂蒙山！／我在书房‘哎’一声
／我在卧室呼唤‘沂蒙山’／妻子在阳台‘哎’一下”。

从以上三个例子可以看出，诗歌写作也离不开生
动的细节描写。这方面，陈克锋的成功实践，值得我
们学习借鉴。

总之，陈克锋的诗歌创作已经取得了骄人的
成绩。希望他能够总结经验，写出更多、更优秀
的诗作。

《人间食话》是梁实秋关于饮食文化的散文作品
集，书中文章篇篇精致，对于美食的描述，令人口舌生

津，馋涎欲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梁实秋蕴藏在食
物里的人生真味。

梁实秋笔下原汁原味的美食里，品得出温暖人
情。《核桃酪》中，他细致地描写了核桃酪的家庭做
法。母亲把米浆、核桃屑、枣泥混合在一起，然后在小
薄铫里煮，一家人围在一起眼巴巴看着，很快就煮出
了一铫子核桃酪，放进一点糖，分盛在三四个小碗里，
每人所得不多，但那一碗核桃酪，融入了浓浓的亲情，

“喝到嘴里黏糊糊的、甜滋滋的，真舍不得一下子咽到
喉咙里。”时间能冲淡记忆，但是核桃酪的味道却被长
久地记住了。与其说那些佳肴之味久久不能忘怀，不
如说是心中的那一份温暖人情难以忘却。

梁实秋笔下唇齿留香的珍馐里，窥得见百态人
性。《炸活鱼》一文有一幕，“鱼的下半截已经炸熟，鳃部
犹在一鼓一鼓地喘气”，不知看见之人是否会心悸？梁
实秋怒斥道：“炸活鱼者，小人哉！”虽经多年文化陶冶，
但一盘炸活鱼却让人性中的野蛮残酷暴露无遗。谈人
性的丑恶未免让人心有戚戚焉，梁实秋在《窝头》中还

谈及了日常生活中的羞耻之心。他观察到“打肿脸充
胖子是人之常情，谁也不愿意在人前暴露自己的贫
穷”。于是他设想如果赈济穷人窝窝头，如果能够改个
名称，是否会让穷人免受“嗟来之食”的难堪？生活并
不都是美好的样子，一蔬一饭里隐藏着复杂的人性，对
待食物就是对待生命，皆应平等以待之。

梁实秋笔下丰颐美味的佳肴里，悟得出智慧人
生。梁实秋在家自学溜黄菜，试了很多次都未果，后
经人指点得诀窍，事后他总结道：“凡事皆有一定的程
序、材料，不是暗中摸索所能轻易成功的。”《咖喱鸡》
中，他强调自己只要几块精嫩的鸡肉，充足的咖喱汁，
适量的白饭即可，然而高级西餐厅里的咖喱鸡，有各
色配料，他感慨“杂料太多，反乱人意”。确实，人生何
必复杂，大道至简。梁实秋将自己体悟到的人生智慧
融入到对食物的描写之中，读来令人回味无穷。

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一日三餐，而在于所行之处皆
有所思。品美食亦是品人生，每一道佳肴背后，蕴藏
的人生真味才更值得深思咀嚼。

一饮一啄里的人生真味
——读散文集《人间食话》

□ 全 筌

想读史铁生，是因为儿子的小学课文《那个
星期天》，文章描写的儿童心理非常细腻，以景寓
情的表现手法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我
甚至会自然而然想起我的小时候，那些所独有的
懵懂想法，未圆的梦。我没有想到散文也可以做
到如此强烈的代入感，达到如此高度。

从好友处借《史铁生散文》时，对方兴奋地表
示：读这本书会上瘾！于是，我很期待也能收获
那种读书所带来的酣畅淋漓感。回到家后，儿子
看到这本书，脸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沉吟着说
道：“可能由于残疾，才将他的所有文学潜能给激
发出来了吧。”

或许是。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喜欢运动的青
年突然由于病痛而被禁锢于轮椅几十年的那种痛
苦、无奈与挣扎；很难体会，一个事业心很强的母亲
面对失意的孩子所能进行的爱的付出；很难回应，
一个职业是生病、业余是写作如此遭遇下的人所经
过的心路历程；很难面对，健康时不苟言笑，遭遇挫
折时却将灿烂的微笑留在世间的人生。难怪有人
说，坎坷的时候不妨读一读史铁生。

由于我的才疏学浅，在我印象里，好像戏剧与
小说这样的文学体裁才能够反映出一些宏大的命
题，比如：人生、命运、社会变革等等。读了《史铁生
散文》，惊异于原来散文也可以如此宏观，也可以达
到一定的高度与深度，我被深深震撼。

例如文中写道：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
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
一会儿说：“为我母亲。为了让他骄傲。”可以
说，这段文字与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原来母亲
与子女之间的感情如此纯粹而持久。就我个人
而言，这也是我当初写作的动机。据说，我的母
亲高中时候的作文经常贴到学校的宣传栏里，
由于她当时所处的时代因素，她放弃了文学
梦。可后来我写的字或是文被夸赞的时候，我
的母亲就会开心说道：“随我。”因此，如果说，写
父亲的散文我会想到朱自清，那么写母亲的散
文我会想到史铁生。

文中还说：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我常以
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

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
雄。这段文字是我早年间喜欢背
诵的一段文字，当时却不知原来
竟出自史铁生笔下。这段文字在
我看来是摇曳生姿的，看似颠倒
话，却道尽世间真味。哲理中映
照现实，还透露出一份坦然、平实
的心境。位卑者一定有用，平凡
人不一定平庸、普通。命运本就
不公道，所以没必要去较劲。

不得不说，读史铁生的文章
是会上瘾的，因为文中的很多问
题都是主动从“内”向“外”找出
路，我感觉他的文字犹如一束光，
从高远处而来，不是很强烈，但很
悠长，也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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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孤独，却有温度》一书，是一位朋友推
荐给我的。起初，只是认为这本书无非就是一些
名家的散文作品合集，留着随意翻翻就好。可就
在一个周末的晨间，伴随着和煦的阳光，我打开
这本书，翻读几页后，发现这本书不是一本简单
的名家散文作品合集，而是一本让人从中感受到
生活气息的书，语言生动优美，文章寓意深长，值
得细细品读。于是，我便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
阅读，那一个上午，将自己完全沉浸在那舒适而
缓慢的散文世界里。

《人间孤独，却有温度》全书将“岁月如流”
“多优何为”“山河已秋”“浮生有味”“闲看人间”
这5个部分串联起来，但却又独具特色，认真阅
读下来，领略了关于作者们的亲情、友情、故乡、
童年以及岁月的思考。

在蒋勋老师的《无关岁月》里，我真真切切感
受到文中所写的“时间其实是一条永不停止的长
河，无法从其中分割出一个截然的段落。”他讲了
关于孩童时期过年的故事，提到过年，相信许多
人都有着同样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年味没有以前
那么浓了。

这其实不是年味变了，而是我们变了。其实
我也很怀念小时候过年，就像蒋勋先生在文章里
描述的那样“一进腊月，母亲会忙碌着准备年上
要吃的食物，在忙碌与兴奋中，也会增加不少禁
忌，虽然很烦碎，但隐含着父辈们的辛酸”。

都说岁月如歌，也寄托着很多期望。长大
后，对岁月的理解其实就是时间一年又一年流
逝，留下的便是珍重和惶恐。

在张让先生《旅人的眼睛》里，我读到了生活
的真实，不能用旅人之眼睛去观看，我想这大概
就是想要看到真实的，需要自己亲身去经历，用
心去感受吧。

当你要去到一个地方，首先看到的可能就是
当地有名的建筑或者风景，或许你还能够从中了
解他们背后的人文。但是意义在于，是否能够从
心底去感受这种轻松快乐之感。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实生活里，能够捧着这本
《人间孤独，却有温度》安静地阅读着，让自己暂

时慢下来竟然是一件多么美好的
事。时常在想，这纷扰世间，保持一
份独到的清醒，是多么难得。

就像张让在《旅人的眼睛》写
道：我喜欢慢慢走过陌生的城镇，给
自己充足时间领略新的空间，让自
己浸透那里的气息。我理想中的旅
行是慢，是体会而不是观光。

我想说，人的一生就像是旅行，
有些人躲过了岁月悠悠，但是躲不
过生活乏味，如果此刻能够在书中
的某个角落，享受着时光的慢节奏，
慢慢品味着生活的滋味，那岂不是
很幸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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