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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风集》序之一

清诗心头驻 情系乾坤间
———走进史耀华的诗词世界

孟庆武

诗词的魅力在哪里？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思想、意境、语言、韵律等，
不一而足。 但对于史耀华先生新作
《听风集》而言，我想抛开专业学术话
题，从文字的本真出发，去探究其语
言背后的力量。

《听风集》读后，心中的感受我可
以概括为三句话。 那就是肇始于真
情、叙说于大义、流淌于阔境。

先说真情。
从汉代开始，诗在各种文体里就

享有较高的地位。 甚至更多人认为诗
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文学艺术形式 。
“诗言志，歌永言”，自己都不动情的
东西，不会感动人；不能感动人的，自
然也不是好诗。 对于耀华及他的作品
而言，灵感的迸发与娴熟的技巧已成
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一言一语、一字
一句，都极为朴素，在自然简单中升
华情感，如同跳跃的火焰，构筑成生
命与灵魂的互答。 因为他有一颗诗
心。 诗心生情，情养心志，如此的循环
往复，就会奏响诗的音符，合成生命
的乐章 。 从而挥洒出他的诗意人
生。

耀华出生于豫东乡村，大半生的
步履留给了新疆。 他从上世纪七十年
代参军赴疆，远离家乡亲人，几年都
回不了一次家。 八千里路，万里风云。
对故乡的思念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加

浓烈。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想

回故乡而不得、盼回故乡而不忍的游
子情愫。 他的诗中既有“从别家山远，
龙沙是故乡”的乡愁之憾，又有“云涯
千万里，此去有新知”的未来憧憬；既
有“呼友天山下，悠然问紫薇”的友情
之喜 ，又有 “千山携共往 ，万里叹何
迟”的情之洒脱。 此等抒情妙句，不胜
枚举。 毫无疑问是大美新疆点亮了他
的灵感，也成就了他的事业；抚慰了
他追逐的青春，也造就了他奔跑的人
生。 所以，他的诗歌里，一草一木都有
情，一沙一土都用情。 有随性的情，有
火热的情，有坦然的情。 情真意切是
诗人的特质和秉性，也是诗人流淌着
的信念与执着。

要想动真情，必须有真自我。 耀
华非常善于用语言的空间来寻找真

实自我。 他从中原到大漠，再从大漠
走向全国。 可以说，耀华是行万里路、
登万座山，在行走中捡拾岁月，在磨
砺中修身养性，把自己融入大自然之
中， 从而形成艺术追求中的禅宗胜
景。 他的诗中很多地方渗透着佛学禅
意的思想，有随遇而安的，有执着前
行的 ，最终又形成 “阳关近 、心追明
月，一碧澄泓”的真自我，读起来凝气
提神，安静清新。 他将象征与意象融

合，立足现实，既怀有深情，又人在诗
外 ，通过白描 、通感 、戏拟的写作手
法，有意味地把物境、意境、心境等，
统一形成了一幅幅可视、可知、可感
的蒙太奇场景，犹如电影画面。 还能
够在场景中把玩语言张力，最终达到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
参透了人生所有大是大非，而与天地
精神相往来，把自然之趣、精神之爱、
追求之高播撒于天地之间。 这是何等
的潇洒自然？

再说大义。
何为诗？ 《毛诗·序》说：“诗者，志

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文
以载道”， 所以才有杜甫 “文章千古
事，得失寸心知”的感慨。 杜甫之所以
被称为诗圣，也是因为他的文字中记
录了一个时代的酸甜苦辣，记录了颠
沛流离所见所闻的苦闷。 即使食不果
腹，依然胸怀天下，并用沉郁顿挫的
文字表达了对黎民苍生的同情。

诗词是一种讲究蕴藉的抒情艺

术。它必须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生长，
也必须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被解读。
儒家学派认为，就个体表达而言，诗词
是抒写怀抱、 阐述志向的工具。 从群
体、 阶层观念而言， 诗歌又兼具有教
化、指导社会风气的功能。是沟通上下
层的通道，也就是《论语》中所说的诗
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评价一个诗人，有没有做到铁肩
担道义，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晋代
陆机在《文赋》中，也曾把“诗言志”的
功能进行了阐述，他认为诗歌具有社
会审美功能， 必然要源于心生于情，
并且提出“颐情志于坟典”。 耀华的诗
词中，很多诸如“无语百千岁次，笑去
来荣落，夷险炎凉”“南山事，待三春
暖，君子陶陶”“大漠千秋业，鸿图夙
念开”的表述，堪称把生命大义与人
生感悟刻画得淋漓尽致。 这些肺腑之
言，虽不是恣意汪洋，但却传递了一
种单纯的美。 耀华的诗词有时是从大
题材入细微处，有时是从小选题而悟
大道理， 实现了言志与抒情的统一，
是诗人作为社会人的真情流露。 诗人
在转身的刹那，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苍
茫的背影，更给我们带来了遥远而切
近的凝视，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风
景。

毕竟，诗词的教化作用不是传统
意义上空洞的说教，而是一种文化细
节的根植，美学思想就是从思想走向
教化的藤蔓。 希腊著名诗人奥季塞夫
斯·埃利蒂斯说， 诗歌是唯一一条能
使我们能接近超越自我的艺术。 从这
层意义上可以说，主题升华是诗人的
一次重生。 诗人只有超脱尘世才能获

得“真我”，才能摆脱世俗的牵绊 ，用
微言而成大义。 如果做到了，那我们
的人生必能如耀华诗中所言：“但生
松柏韵，何惧苦寒侵。 ”

再次是阔境。
“功夫在诗外”， 要想实现阔境，

必须要有阔景。 为什么是阔景？ 诗歌
是诗人生活的再现， 心中看到什么，
诗歌中才能有什么。 阔景是对于意境
而言的。 比如，有的人喜欢江南流水
的婉约， 有的人喜欢大江东去的豪
放。 耀华的诗词更接近于后者。 随便
一读，就能发现其中充溢着的雄浑的
山川草木，气势恢宏，场面宏大，展现
着诗人的胸襟和气概。 比如：“塞上千
重白， 连翩远汉云”“长风涯岸阔，日
月动华川”“一缕狂流云底出，千军万
马踏风来”等，不一而足。 我们常说，
文如其人、诗如其人。 气势磅礴的景
象总能给人以豁达、大气之感，映照
于我们的内心，展现出一种虚怀若谷
的睿智， 流露出一种大象无形的沉
稳。

和大家交流，很多人都会感慨现
代人为什么很难写出好诗了，会认为
快节奏忙忙碌碌的生活碾碎了心中

固有的对美的喜悦，并且日渐麻木了
对细腻的感悟，使我们变得很难被一
朵花、一片草感动。 甚至，随着乡土文
明的嬗变、古典语境的消失、话语体
系的坍塌，我们在传统意蕴和艺术欣
赏上也常常出现断层。 碎片化的知识
和自我化的立场，限制了我们的审美
表达与艺术理解，甚至等到我们理解
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有时候又出现瞬
时短路。 更多的时候字面意义只是诗
词内涵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意义与审
美暗藏水下。 传统文化的话语（包括
自然层面、社会层面、精神层面）体系
是我国诗歌文化传播的基石，也只有
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独具一格的文
化美、艺术美、自然美。

纵观耀华诗文，总能感受到古典
意境之光照射进来，从而让人文表达
在常规体系中熠熠生辉 。 在此基础
上，最终形成了诗歌阔大的意境。

当然 ，仅有意境还不够 ，还要有
思想。 思想是构筑意境的重要元素。
鲁迅先生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
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 ”鲁迅
先生的比喻很形象。 同样是文字，有
的文字是无关痛痒的，有的文字则是
照亮灵魂的。 区别在哪里？ 在于文字
的组合与文字背后的东西 。 写文字
和做人是一样， 不能金玉其外败絮
其中。 所以，只讲艺术性，强调音律
美、意蕴美、画面美、语言美等，而漠
视文学艺术的主题性、 思想性的诗，

不是好诗。
好诗最大的魅力在于能够经得

起时间的检验，能够经得起岁月的打
磨，能够在洗尽铅华之后依然呈现素
姿，给人以美的陶冶。 因为其思想性
和艺术性可以在艺术表现力中把读

者唤醒。 思想与主题永远是作品中辩
证与统一的关系，缺一不可。 这也是
李白、 杜甫之所以能从历史中走来，
在我们当代人心中镌刻下深刻印记

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
思想性无疑是新古体诗高贵的灵魂，
拉近了读者与诗人的距离，也消弭了
诗人与文字的隔阂。 毫无疑问，耀华
的诗词并不随附主流，但他却敞开作
为诗人独特的灵魂与气质，为读者打
开了一扇窗户。 在宁静的文字中表达
着诗人对人生的真知灼见、对社会的
博大胸怀，唤醒了我们沉睡已久的感
动。

对诗人作品的研究，我们不能只
停留在形式、语言上，更重要的是要
落脚于诗人的精神品质上，把握诗人
对世界的感知，以及由此形成的情感
世界。 细读《听风集》中这些且吟且唱
的文字， 无一不是既沉重又轻灵，既
忧郁又快乐。 犹如一种矛盾的存在，
一方面浸透了诗人对前方的向往，梦
想和生命的能量，另一方面又昭示了
踌躇、无奈和彷徨。

当我们把耀华的作品从《读薛维
敏先生》到《登黄鹤楼》细细体会一遍
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随诗人的脚步
漫游于天南海北，从而实现“虽不能
至，但心向往之”的激荡之情。 诗人对
大自然、对人生所走过的每一个脚印
中，心态在变化，但独特的艺术审美
与人文关怀却未曾有任何减弱。 从阔
大的《北疆望远》到令人神往的《额敏
河听涛》《天山之秋》我们看到了诗人
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寻找自己、否定自
己、发现自己，从而接近、确立、超越
个体主体性，同时更接近诗歌写作的
本质。

我想，在互联网机遇邂逅诗歌发
展的今天， 文化传播手段日新月异，
多元体裁交相辉映。 《听风集》所要做
的，就是在荒芜纷繁的旷野中辟得一
方诗歌的净土，在如萍徙转中留下时
光的胡须，镌刻下光阴的故事，去见
证一代人的人文操守。

岁月不居，流年不逆。 唯此，但愿
春心月明，未来可期。

以此为记，向耀华兄致敬！
（作者简介：孟庆武 ，男 ，河南郸

城人。知名诗人、画家。出版有多部诗
词作品。 现任中共周口市委党校党委
书记。 ）

咏 廉

黄昭

空谷无人芳自扬，
清风拂尘送荷香。

淡泊若菊秋为赞，
凛然冰姿傲寒霜。

一本镶嵌着有趣灵魂的书———《人世间》

������我们平时总是会说，好看的脸蛋
太多，有趣的灵魂太少。

半个月，食无味，睡无眠，一口气
读完 《人世间 》这部 115 万字的鸿篇
巨制。 我仿佛与好多有趣的灵魂谈了
15 天的话。

林语堂先生说，读书就是要找到
思想相近之作家 ， 找到文学上之情
人，心胸中感觉万分痛快 ，而魂灵上
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 ，蚕卵孵
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

《人世间》（三卷本） 以北方省会
城市一位平民子弟周秉昆的生活轨

迹为线索 ， 用白描的手法刻画了从
1972 年到 2016 年间的城市平民生活
史，书里有上山下乡、三线建设、推荐
上大学 、知青返城 、恢复高考 、出国
潮、下海、走穴、国企改革、工人下岗、

个体经营、棚户区改造 、反腐倡廉等
重大社会动向和重要社会现象，在不
同的时间节点，对各类人物 ，如基层
百姓、干部、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 ，
都发生过深刻的人生影响，组成了一
幅人世间群像图。 它从侧面反映了整
个中国近 50 年来的社会变革。 作者
围绕周家三兄妹的生活，叙写城市平
民的生活艰辛和时代变革，又从城市
底层的小市民辐射到社会各阶层。 正
如梁晓声所说，当代许多作家因为出
身农村，写农村生活信手拈来 ，好作
品数不胜数，比如大家熟知的 《平凡
的世界》《白鹿原》《秦腔》等，而全面
描写城市底层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

相对较少。 梁晓声先生本着优秀作家
的责任与担当，植根现实生活 ，带着
善的情怀，填充了路遥、贾平凹、陈忠
实等较少着墨的城市平民生活的空

白。
《人世间 》2019 年获得第十届茅

盾文学奖。
《人世间》将人性的善、人心的单

纯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 ，让我
惊讶、震动、喜欢。 它像一条小溪，缓
慢沁入我的心田，让我感受到普通人
的生活和命运的巨变。

梁晓声先生的这本书有筋骨、有
道德、有温度，是饱含深情的总结性
作品，展现了作者丰厚的生活积累和
健旺的创作活力，标志着梁晓声新现
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新高度。 是寄托了
作者理想的传世经典 ，堪称一部 “五
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 字里行间寄
托了作者对社会的责任感、对生活的
热爱、对真善美的追求。 它的深度、它

的广度、它的高度，难以言表，只能再
细读几遍，深深体会了。

拿到厚重的 《人世间 》时有种震
撼的感觉， 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继
而被它封面的一行字吸引了， “于人
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
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 半个月的时
间读完全书后，我对这句话理解更是
深刻。

看完这本书，我首先思考的是为
什么我会放下自己本该忙碌的生活，
浪费自己的光阴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呢？ 为什么一百多万字我一点都不觉
得冗长，15 天时间能够不吃不喝不想
其他事把全书看完呢？ 因为这本书写
得好，我喜欢啊。

读着读着，我有时也会回想自身
经历， 感叹时代对小人物的影响，一
些时代的发展历程，是必然的 ，却也
是现实的震痛。 多少人物命运的曲折
发展，才铺就了如今的美好生活。 而
《人世间》让我们记住曾经的人世间，
珍惜如今的人世间。

什么是有文化？ 梁晓声给我们的
答案是 ， 文化就是植根于内心的修
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

的自由，以及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我
想看过这本书后，至少我的修养是提
升了一个档次了。

梁晓声说： “文学应该具备引人
向善的力量。 ”他将葆有社会担当、有
道义和责任、为他人提供启思 ，视为
一个作家的责任。 作者善于挖掘人物
身上所闪现的善良、正直 、担当和诚
信。 即便生活再艰辛，也要将心比心，
为他人着想；就是身陷困境 ，也要互
助互帮，自立自强。 这样的人世间是
充满温情的人世间。

文学艺术， 当以人民为中心，与
时代同步伐 ，以 “明德 ”引领精神风
尚。 以“明德”为支撑的精品，方可书
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
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 ，弘扬中国精
神，凝聚中国力量。 《人世间》树立了
当代文学作品创作的典范。 文学在他
的笔下闪现着宗教般的光芒。

梁晓声古稀之年给我们创作的

这部作品，值得我们深深的敬意。 希
望大家也多看看这本书，因为这样的
作品，值得我们付出时间。

（推荐人 ：李佳 ，研究馆员 ，周口
市图书馆馆长。 ）

咏 秋

李书军

������田野
弥漫着成熟的气息

大地

飘落了泛黄的枯叶

是秋

已临人间

硕大的红高粱

金黄的大豆

玛瑙般饱满的花生

还有

咧着嘴的甜玉米

恐怕都是秋的写意吧

看那农民的笑脸

掩饰不住的是内心的喜悦

听那小村里昼夜交替的喧闹声

是在传递着又一个硕秋

乡间小路上

大小车辆来回穿梭

田间地头

机器冒着烟奋力前行

家家幸福的小院里

堆起了座座粮山

朴实的农民们

用辛勤与汗水

给秋

装帧了一幅精美的封面

悦读吧

卖 枣
刘进才

������清晨， 楼下的那片草坪上有些泛
黄，草叶上挂着晶莹的露珠，在晨光的
照耀下闪着迷人的光芒。鸟儿在树枝间
来回跳动，舞姿伴歌唱，显得异常活跃。
几个老太太在打太极，她们的头发几乎
全白了，脸上和手上刻满了皱纹。不过，
她们的动作整齐又优美，加上晨起太阳
光的斜照，颇有活力。

透过车来车往的缝隙，远处，马路
边，一辆陈旧的三轮车旁，蹲着一位八
旬老人。 逢人路过，他没有太多迎合的
动作， 几分笑容挤兑着布满沧桑的脸，
吆喝一声：“尝尝吧，自家树上结的‘甜
酸枣’，很甜的。 ”边说边露出憨厚的笑
容。

随着老人手指的方向 ，靠近马路
边的道牙上 ，放了三个塑料袋 ，分别
装着色彩鲜亮的枣 ，大小不一 。 塑料
袋下面特意铺了一个厚实的化肥袋

子 ，老人比较讲究 ，拿起一颗枣让路
人“尝尝 ”时 ，先是把这颗枣放在塑料
袋上来回蹭蹭 ， 然后面带笑容地递
上 ，口中不停地说 ：“自家的 ，不甜不
要钱。 ”

“多少钱一斤？ ”我问。 老人抬头看
了我一眼， 说：“全部给你， 拿 5 元钱
吧。”老人很认真地说。老人说完看我没
有反应，怕我不要，接着开始介绍自己
是西华县田口乡人，自家庭院内就种了
一颗枣树。这颗枣树今年已经 37 岁了，
结枣一年多一年少， 今年结果实比较
多，吃不完就浪费了。 “这不，拿到城里
换几个钱，可以给家里那两个重孙子买
几本作业本用。 ”老人讲着、笑着、介绍
着，可带劲了。

我全要了， 拿出手机准备扫码付
款。 老人乐呵呵地说：“我不会这，你还
是给我现金吧。”于是，我顺手递给老人
20 元钱。 他那布满皱纹的双手很麻利
地帮我装好枣，递给我。 “别慌，我找给
你钱。”边说边从裤兜里掏出一卷零钱。
“不用了，快回家吧！你还有这么远的路
要赶。这是我的电话，明年等枣成熟了，
还卖给我。 ”我说。

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他的身子是
佝偻的，不能直立。 但是，他乐观向上、
勤俭节约。这些劳动人民的精神是笔直
笔直的，深深感动着我。

秋（组诗）

尚纯江

���������������一
秋风一夜露水凉，
云淡天高岩桂香。
归雁离歌斜阳渡，
涡水清吟赏景光。

二

秋雨初霁一夜凉，

银露绿叶透霞光。
蝉寂虫鸣旷野静，
月光如水桂花香。
树上石榴红艳艳，
枝头柿子送吉祥。
田畴且看谷粒满，
芦花飘处水汤汤。

����梅里雪山 新华社发

◎ 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