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我曾读过 70后诗人李鹏的诗集《一束光的
坚守》，对诗集中《今夜，母亲不能安睡》《淹没在汗水
里的母亲》《皱纹是动感的五线谱》等系列写母亲的组
诗印象尤其深刻。也许是因同为70后，也许是因拥有
几乎一样的母亲，那些色彩鲜明的诗句、纯朴真挚的
情感、简单有力的描绘，深深地打动着我，让我心颤，
让我动容，让我很长时间都停留在诗人深情吟诵的

“母亲”面前，轻轻徘徊，淡淡留恋，久久不愿离去。
诚如老作家姜锋青先生在诗集的《序》中所言：

“对故乡的怀念，对母亲的挚爱，已成为诗人的一种生
命常态。”现在，摆放在我案头的这十四首“母亲系列”
新诗，是李鹏再一次回望故乡、全身心地匍匐在故乡
的大地上，用一颗“报得三春晖”的寸草之心，对生命
之源的母亲所作的亲密拥抱和浓情吟唱。想念母亲、
书写母亲、歌唱母亲，是诗人一生也念不完、写不完、
唱不完的永恒主题。

古往今来，母亲一直是人类精神家园里一曲吟咏
不绝的歌、一幅浓墨重彩的画、一首直抒胸臆的诗。
在诗人李鹏的眼里，母亲立在稻田中辛勤劳动的姿态
最优美：“我看到母亲瘦小的身子像棵秧苗/插在水田
里，这时的母亲/像棵桃树开始盛开”（《母亲的身子如
一棵秧苗》）；在诗人李鹏的耳里，母亲在雪夜里孜孜
不倦地纳鞋底的声音最动听：“母亲手中的纳鞋线，一
头拉着柔软/另一头拉着坚硬，就像一头拉着儿女/另
一头拉着生活，等待儿女开花结果”（《母亲的纳鞋线
又在雪夜响起》）；在诗人李鹏的心里，母亲细致入微
的体贴最让人心痛：“加深的，不只是/日复一日的抬头
纹/母亲的痼疾，像一只/日渐膨胀的气球/悬在半空，
不让儿女触碰”（《母亲》）……勤劳善良的母亲，已然
是诗人生命中永不陨落的太阳，有她的照耀，儿女们
才会在各自精彩的人生里折射出灿烂的光辉。

在所有的文学体裁里，我以为诗歌是最美的语言
表现形式。李鹏是一个灵动的诗人，他的思维活跃、
跳动，他的眼光独特、犀利，他很善于捕捉生活中不
起眼的细节和不易被发现的亮点，往往一个很寻常
的事物经他看似随意的描绘，立刻就会显得形象和
生动起来。书写生养自己的母亲，真情实感，真情实
意，毫无掺杂，毫无纤尘，感动和回忆俯拾皆是，情节
和画面信手拈来，所以绮丽缤纷又不失纯朴真诚的
诗句自然就如汩汩泉流，源源不断，滔滔不绝。“母亲
将思念放飞蓝天/总希望她的儿女们能够看到/在早
晨、在晌午、在傍晚”（《炊烟是母亲的思念》），诗人用
母亲一天升起的三次炊烟来表现，将“炊烟”比喻成

“思念”，含蓄，贴切，短短三句话，区区 30个字，无限
缠绵，无限往复，无限的相思一直伸入天空，白云看
得见，小鸟看得见，村庄看得见，河流看得见……孩
子啊，你们看见了吗？

“母亲将夜色揣在怀里/月牙握着童年的手，放入
池塘中/一个瘦瘦的影子追赶来时的目光/始终挥之不
去的/是襁褓中淡淡的奶香”（《母亲》），读着李鹏如此
深情和诗意的句子，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我的
心灵深处慢慢走出来，越来越近，越来越高大——她
的手戴着坚硬的挑针，“只是一顶，就顶出了另一片天
地”；我走了，“村口站立的草垛”也朝着我出走的方
向，那是她“长年的凝眸”；她的温暖如灶膛里的火光，

“靠近灶膛，是我找回温暖的唯一途径”；她是作物心
中最皎洁的月光，晚稻总是赶过来拉扯她的衣角，她
的芝麻总是节节升高；她不识字，我和门前那棵枣树
都不相信她会写诗，但她就是书写大地的诗人，她“以
大地为纸，以锄、镰、锹作笔/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方
式/在大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诗情画意/每一横每一
竖都是那么整齐有序”，她“写在大地上的诗篇/是那么
精巧，那么韵味十足”——笑容依旧，慈爱依旧，她是
我的母亲，是你的母亲，是他的母亲，是我们所有儿女
曾经忽视和远离的母亲啊！

李鹏是一个执着和安静的诗人，20多年来，无论
外面的世界多么纷繁和喧嚣，他始终站在生活的最底
层看世界，始终坚守一颗真诚向上的诗心写世界，至
今已出版两本诗集，近百万字。我相信，无论他走得
多远，飞得多高，以匍匐大地的姿势拳拳吟唱母亲，是
他永远也不会改变的诗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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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学评论

《鸟影进行曲》涵盖 9首诗，是章治萍发表于《朔方》
2023年 8期的一组佳作。这组诗注重诗句言外之意的传
递，其意象组合形成思想与情感的丰富蕴藏，为阅读者提
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审美感受，并以独特视角的抒写呈
现了当下西部诗歌主题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笔者将从

“诗的风格和语言、组诗意象解读、思与情的抒写”这三个
方面对该诗进行浅显的分析和探讨。

诗的风格和语言

风格。分析《鸟影进行曲》的风格，需考虑其作者章
治萍身居的地域文化对其诗风产生的影响。诗人多年工
作于西部雪域高原，足迹几乎遍布青海腹地，20世纪 80
年代起写下大量地理诗和生态诗，无疑是西部诗群中较
有实力的一员。但将这组诗置于主要呈现苍茫、宏阔、粗
粝、奔放的西部诗歌之中，却又鲜明的不同，似乎多了一
种江南水乡的底蕴。究其根源发现，章治萍生于江苏无
锡，其辗居无锡与西宁两地的生活模式，注定他会受到南
北双重地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在诗歌中得到体现，
从而导致这组诗既有北方诗歌的大气与神秘，又有南方
诗歌独有的温润和灵气。这组诗着力于意象的捕捉，更
着力于意境的创造，从而形成思想情感与诗中物象的互
相渗透，构成了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

语言。诗人内在的灵魂只有遇到与之适合的诗性语
言，才能达成个体心智与外在事物的完美结合，从而使笔
下的文字成为高度象征的符号，而这组诗建立在诗人身
处一定思维高度观察生活，挖掘人性和剖析自我的基础
之上，呈现了书面用语独特的语言识别系统，如：《除夕之
月》中，“风起云涌，清丽的梦在桥上聚扰/又在桥下散开”
的诗句，令人想到我国传统古诗词的语言表达模式对其
诗歌的渗透；《怀人，或者面朝大海》中，“虽然大海此时在
咆哮，歌却不止/我于是看到跃升的翅膀，从阴风里”的抒
写，又令人感觉是我国传统诗学象征性的影响，导致其诗
在语意、概念上蕴藏一种暗示或寓意，显示出含义的扩
大，从而在形式上增加了诗歌的波澜壮阔之感，而隐藏于
诗句之中的语言密码，形成了阅读时读者对其诗歌语言
印象的基本定义。

通过对《鸟影进行曲》风格和语言的探索和分析，可
见这组诗的魅力不仅体现在语言应用之上，更多是内在
的蕴含，而章治萍创作时融入诗性语言中的自身独有的
风格和理念，也诠释了西部诗风的不断变化和遵循的一
种良性发展。

组诗意象解读

《鸟影进行曲》这组诗包含的九首诗里，鸟的意象或
明或暗，或多或少地贯穿其中，诗人在意象的应用中也考
虑到注重体现意象呈现的形、声、态。比如：《除夕之月》
的诗句“唠絮的月亮/总算穿过那道青檐，留下/圆圆的
黄鹂，带走长长的白鹭”，其中“黄鹂”和“白鹭”是一种

“形”的象征，令人遐想“月亮”“穿过那道青檐”后一种
“形”的改变；《怀念，或者注视的目光》的诗句“她离开枝
头的刹那间，我的心头抖了一下/为莫须有的伤感”，呈现
出一种与鸟的意象相关的动态的“声”，结合诗歌开端“鸟
影剥落了冰雪”的抒写，可见诗人“莫须有的伤感”的根源
皆是因为意念之鸟的离开，而诗句中“抖”的使用加深了
阅读中一种动态的审美；《靠近，或者走过》的诗句“奢侈
的抵达/恰恰是真实的逃离，在所有的无所谓中/感受一
只鸟所有的神情，在春天的前夕”，其中“感受一只鸟所有
的神情”象征诗人心神的一种“态”，为凸显这种意象之

“态”，诗人在这首诗的前端用了大量的铺叙营造氛围，传
递主题思想的表达，令诗歌更具描述性和表现力。由此
三点分析可断定，在《鸟影进行曲》中，鸟的意象极为生动
且具有魅力。

笔者认为，是意象体系构成了《鸟影进行曲》诗歌审
美和认识价值的情意境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意象
组合描绘出的图景与诗人主体审美情感融合，令读者阅
读时产生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想象空间，更有利于把握
诗歌内容，领会诗歌主旨，感知诗人的所思所想。

思与情的抒写

在《鸟影进行曲》这组诗里，诗人将自身的思与情倾
注于客观物象的描绘之中，以此表现心态与情志，甚至，
复杂的思情不能用悲或喜简单地加以概括、划分，但总体
上呈现诗人的思考和起伏不定的情绪。

其一，托物言志。这组诗里，诗人借助对某些事物的
刻画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由于隐喻或象征的巧
妙应用，赋予了诗中物象的多义性和人格化色彩，比较典
型的是《望坊而思》一诗。如，在这首诗里，诗人由“练喉
者在坊下忘我而歌”，声“如坊上小池边的怪石，吓乎能吃
人”，想到石坊耸立千年，面对世间百态“任凭涧中春水向
下泄去/直到干涸”，再延伸到诗人内在的一种身不由己
的遐思。石坊站在那里可能不是石坊的本意，人面对很
多事情的时候也“全然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这是一种

无奈。在这里，“石坊”作为拟人之物具有象征性，诗人通
过它抒发内心消极的情绪，道出其对世事的认知或理解，
更重要是通过描写的物象表明心迹或人生的态度。这种
托物言志或抒情的诗歌表现手法在另一首诗《靠近，或者
走过》里也得到了应用，如，诗中鸟作为文本的主体意象
代替诗人表达上升至某种境界后，“光荣、辉煌、灿烂”或

“疼痛、凌辱、诀别”都会变得“无所谓”。虚拟之中的鸟或
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或是其有意塑造的用以比拟现
实生活中的他者形象，从而衬托一种超然物外，率性本真
的思想与情感。《庄子·外篇·让王》里有句话：“物物而不
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意思是说，驾驭对物质的欲
望，但却不被外物所役使，这样又怎会受到牵累呢？而这
首诗呈现的诗人的本真，便在于显示这种无为无欲、大智
若愚的超脱境界，其超然物外的情志彰显诗人向往一种
抛弃尘世物欲诱惑，避免纷争与浮躁的清静生活。

其二，借景抒情。在《鸟影进行曲》中，诗人通过渲染
一种身处的“境”，营造由此产生的情绪，如在《淋雨而望》
中，诗人由“雨丝”联想“佛”“囚于绝壁”，也许“他想于我
般/大声呐喊，不，不，来些闪电吧/来些闪电吧，让谁们寸
步难行/让谁们在雨中怯步”，而这种情绪的产生与诗人
置身雨天之境有关，因此应归纳为借景抒情的范畴。又
如在《哀戚之态》中，诗人将酒后的自己与落寞之鸟的形
象融为一体，感受到“迷乱之间演绎出清晰的哀戚”，进而
表达出“这才是致命的关键/诱惑不够胆大，酒气不够熏
天/逃离时仍旧感到疼痛，不论多媚/没鸟在乎，没人在
乎”的情绪，这首诗表明诗人的一种“醉态而吟”状态，而
其想要表达的情感也与诗中所描绘的图景有机融合，形
成客观事物表达与其主观情愫交融的艺术境界，蕴涵着
无奈又忧伤的思情。由这两首例诗可以看到，渗透于诗
歌中的情感，是通过营造某种意境来表达的，《淋雨而望》
或《哀戚之态》的抒写主旨围绕诗人的消极情绪，因此，诗
中呈现的情境或画面根据创作需要采用了哀景写哀情的
烘托，并在其中有所寄寓，虚实相合，恰到好处。

毋庸置疑，通过解读《鸟影进行曲》，可以看到这组诗
具有主情和主知的两大功能。诗人创作的主要目的是通
过诗歌文本抒写一种在场的生活，而诗句注入的思想与
情感，也有利于读者挖掘诗性语言蕴藏的深刻主旨。

（瓦楞草，本名于洪琴，70后，吉林人。宁夏作协诗
歌学会副秘书长，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诗
歌及诗歌理论写作，作品见于《星星》《朔方》《诗刊》《诗歌
月刊》等。出版诗集《词语的碎片》。）

厚重与宏阔的抒写视角
——浅析章治萍组诗《鸟影进行曲》

□ 瓦楞草

读读书心得

我喜欢读书，喜欢书的味道。一直以来，我的手
边、桌旁、床头，总有悦心的书籍陪伴。

记忆中的老家，一眼望去都是绵延不断的高山，
这片大山孕育了我成长，但也阻碍着我的步伐。幸
好，我还有书，它带我走过万水千山。在三毛的《沙漠
中的饭店》里，我停下脚步，满心欢喜地与他们一起吃

“春雨”、品“云翅”，眼笑眉飞地看荷西夸张的肢体语
言，享受那令人回味无穷的“笋片炒冬菇”。我还不满
足，又追随着沈从文的脚步，在桨声橹影中，领略湘西
独特的风土人情。在被大山环绕的村庄里，读书让我
遇见另一个世界，收获天马行空的快乐。

当我离开父母，胸怀豪情地踏入社会，书依旧伴
随在我的身边，随时抚慰我的惶恐。工作的忙碌，并
不影响我抽空读几页书。我常伴着温暖的光，和李娟
一起进入阿勒泰的《冬牧场》，体验不一样的人生。看
到居麻以“前面都有块玻璃”为由，想用望远镜换 DV
机时，我笑得打翻了茶水；读到“每天把牢骚拿出来晒
晒太阳，心就不会缺钙”时，我豁然开朗。那点疲惫，
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空闲时，我还会与梁实秋一起
探寻《快乐》的真谛，原来“快乐是在心里”“只要把心
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天晴和下雨都是良辰
美景，工作与休闲皆是快乐的事。书治愈了我的烦恼
与焦虑，不仅让我获得内心的平静，还给予我无限的
力量，让我找到心中那个幸福的自我。

岁月磨砺，青春不再，但书香已渗入我的肌骨。
晚间与家人闲坐，我兴致勃勃地看林语堂的《春日游
杭记》，忍不住念出声来：“凭窗远眺，内湖、孤山、长
堤、宝淑塔、游艇、行人，都一一如画。”足不出户，就能
与家人共同欣赏千里之外的西湖美景，日子也生动活
泼起来。休息时，我也常和朋友一起热烈地讨论人生
百态。梁实秋说“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
认识自己”“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这不正是对我
年过40学写作最大的鼓励吗？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与家人朋友一起读书，更能收获双重的愉悦。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每一次翻
开书卷，我的心便有了依靠，有了着落。沉醉在书香
中，似与故人谈心，听它为我指明方向，疗愈伤痛，滋
养灵魂，我亦收获满心欢喜。

身
染
书
香
，心
自
怡
乐

□
何
双
艳

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磕磕绊绊中寻找着幸福。《各
有各的活法》一书中，冯骥才先生通过刻画清末至今各个
时期的不同人物，展示了普通人迥异的生活状态。人世
间虽然有千万种活法，但幸福生活是人们共同的奔头。

于大多数人而言，守望即是幸福。《陌客》中的唐山人
被勾起地震的回忆，“感情就像涨满的湖水，突然决了堤，
泛滥开来，恣情奔泻，任什么也阻挡不住了。”失去守望的
家人后，幸福也随之崩塌。《老夫老妻》中夫妻两人因琐事
争吵，老头儿离家出走。老婆婆冷静过后，想到“外边正
下大雪，老头儿没戴帽子、没围围巾就跑了”担心他摔跤
受寒，便赶紧出去找他。雪地里走了一个多小时，回家
后，老头儿已理好残局，捅好炉火，眼中“闪出一种羞涩
的、发窘、歉意的目光。”她什么也没有说，赶紧给空着肚
子的老头儿张罗饭菜。他们的幸福，是在简单岁月里的
默默相守。珍惜“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平淡生活，才是
守望幸福的智慧。

大千世界里，有人甘于守望，亦有人为财奔波。财富
是有些人奔走的原动力，是其幸福的所在。《抬头老婆低
头汉》中的于姐，在老闷儿下岗后，决定与人合伙开餐
厅。“那双天生干活的手从来没停过；桌椅板凳叫她用碱
水刷得露出又白又亮的木筋。”后来，为了生意蒸蒸日上
的“欢喜餐厅”，于姐在厂中请了长假，放着袜子厂的主任

不做，跑到街头风吹日晒当服务员。不过一年，于姐已盘
下了“一连三间”的房子扩张店铺，实现了经济自由。富
足带来的现世安稳，是他们幸福的标尺。他们在拼搏中
挥洒汗水去追求财富，勤劳的双手触碰生活的理想，也追
寻在幸福的路上。

有人守望，有人求利，还有一些人，寻求的则是精
神上富足的幸福。《摸书》一文中，每日摸书的莫拉，得
到了精神上的富足与幸福。对她来说“未读的书是一
片密封着的诱惑人的世界，里边肯定有趣味更有智慧；
打 开 来 读 是 种 享 受 ，放 在 手中不轻易去打开也是一种
享受；而凡是读过的书，都成为有生命的了，就像一个个
朋友”。她在书中圆满，于书中追忆，书给她的精神慰
藉，让她在孤单的日子也能幸福地微笑。精神世界的
滋养，超越了物欲，精神的圆满，让她即使身在藩篱也
能甘之如饴。

幸福没有模板，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尺，手中也有
一杆秤。读过此书，让我更愿尽己所能，去细品生活的万
般滋味，寻觅幸福人生。

幸福没有模板，各有各的活法
□ 甘淑媛

《记一忘三二》是作家李娟十余年来的随笔结集。30
余篇以“记”为题的文字从各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了她的生
活，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了李娟的质朴与勇敢。其中，最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自洽的人生态度，她能微笑面对世
界灰色的一面，并以戏谑的口吻诉诸笔尖。

文中字里行间透露出李娟与母亲之间紧张的母女关
系，而李娟总是温柔以待。李娟的母亲算不上一个温柔
的母亲。她会因一件小事对李娟生气，会用残羹剩饭霸
占李娟的冰箱。然而即使母亲待她不好，她还是会在长
大后给母亲报旅行团。见母亲玩得开心，哪怕母亲想去
更远的地方，会花更多的钱，她也支持母亲的旅游爱好。
无法选择血缘关系，那就选择接受，柔软对待拧巴的母女
关系，而非做一个笼中困兽。

不仅如此，李娟在灰色的学生时代里也能自得其
乐。幼时李娟成绩并不好，作为惩罚，老师让优生打差
生。教鞭打断在谁身上，就由谁来赔。不巧，李娟赔了两
根。当被母亲问起为什么要赔教鞭时，李娟直呼：“这叫
人怎么回答呀！”还在背地里默默吐槽老师对教鞭的要求
就跟美猴王选兵器一样挑剔。李娟此等经历，无疑是不
快乐的，但李娟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读起来令人忍俊
不禁，也展现了李娟自洽的人生态度。

即使遭到外婆冷漠的对待，李娟依旧能以温和的心
态获得自洽。小时候，李娟外婆为了省下过年时的压岁
钱，每年都不过春节，只过一些不怎么花钱的节日：端午
节，重阳节……可世事总有意外，一次春节给钱的时候，
邻居男孩在旁边盯着看，外婆作为邻里间年高望重的长
辈，脸上过不去，于是李娟破天荒地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
来自外婆的压岁钱——两毛钱！李娟甚至不知道这笔钱
是多是少，结果邻居家的男孩接到两毛钱时，竟然跳起来
拒绝，像受了奇耻大辱般跑掉了。独留李娟一人愣在原
地，隐约觉得，可能两毛的确有点少了吧……哪怕李娟没
有一个爱她的外婆，她依然能够苦中作乐，幽默地调侃外
婆，达成人生的和解。

命运并不厚道，没有给李娟优渥的背景，没有给她一
个充满爱的家庭，但她从始至终没有强烈的抱怨，有的只
是接受这一切并且以戏谑的口吻说出来，自洽于人生种
种。缓缓合上书，我仿佛看到李娟一张含泪的笑脸。

吻我以痛，报之以歌
□ 杨罗琪

垄垄上读诗

《长安的荔枝》是马伯庸的历史小说，讲述了九品小
吏李善德为将鲜荔枝从岭南运往五千余里外的长安，历
尽千难万险。书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位叫阿僮
的女性，她的身上有一股“侠气”，凭着这股侠气帮助主人
公完成运送荔枝的任务。

阿僮的侠气，最直观地体现在她以一人之力承担起
照顾族人、照看荔枝园的责任。父母去世后，阿僮带领族
人种植荔枝，年纪轻轻的她却种出了岭南最好的荔枝。
当官府砍伐荔枝园时，阿僮为保护族人和荔枝树，拿刀刺
向指挥小吏。当对方紧紧按住阿僮的手腕，将她的头死
死压入泥土，即便她如野兽被困般无计可施，可她从未屈
服，拼尽全力保护着家园。阿僮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沉重
的担子，用侠气守护着她继承下来的责任。作者通过
阿僮的勇敢和无畏，彰显了唐朝女性更多的勇气和生
存力量。

不仅如此，阿僮也有一颗真挚的心，一旦认定了朋
友，就必定肝胆相照。阿僮与李善德投缘，不计回报地相
授荔枝保鲜的方法。李曾承诺阿僮和族人带长安酒回
果园，却因繁忙忘记了此事，阿僮不但毫不介意，反而在
李善德过生日时，送他园里每年只产一枚的贡品“丹
荔”。李向阿僮致谢，阿僮却不以为意地摆手：“谢什么，

好朋友就是这样的。你忘了给我带酒，但我还是愿意给
你拿丹荔。”阿僮交友不被琐碎和利益干扰，行事一身侠
气，才使她不断收获真正的友谊和幸福。

阿僮的侠气更在于她善恶分明，危难当头能见义勇
为施以援手。对阿僮来讲，荔枝树是父母爱的延续、是族
人生活的依靠。李善德承诺保护这片园子，却因朝廷给
的压力砍向荔枝园。阿僮悲愤不已，虽因此事对李善德
怀有深怨，却能够释怀。在李善德一家被流放到岭南时，
阿僮收留并善待他们。书中结尾处，阿僮招呼李妻喝酒，
甜甜地唤着李家大嫂。虽然她曾受过伤害，但是她愿意
放下怨恨，这小小荔园里，充盈着真正的侠气。

“少年骑白马，执长剑，快意恩仇”是侠气，“少女栽荔
树，执短刀，笑对生活”未尝不是另一番侠气。少女阿僮便
是我心中的侠者，她护住了族人和荔枝园，保住了李善德
一家的幸福。若能去到书中，我也想与阿僮结为好友，定
会在喧嚣中活出一份豪迈。

在喧嚣中活出一份豪迈
□ 申智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