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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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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我随铁凝主席带领的作

家代表团去西藏考察的途中! 收到王猛仁

先生当年创作的散文诗集 "沉默的花开#$

收到手机信息的时候我刚刚在宾馆住下 !

打开电脑 ! 忍住高原缺氧所带来的不适 !

虽然没有 %一饮而尽 &! 但也沉迷在他优

美的文字里久久不愿返回到现实中来'((

那被诗歌遗弃或躲避 ! 无奈又无尽的现

实$

一个人感知世界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而中国的作家! 历史上就负有沉重的社会

责任感(((所谓 %文以载道& (((对这个

世界的述说是异常沉重的$ 那么仅仅唯美

呢) %一道桔黄色的阳光从阴影中射进来!

微微地一闪! 照在他们幽暗的水面上和左

右摇摆的倒影上$ 他们的灵魂融化在彼此

的灵魂里& *+午后的阳光#,- 当然! 从更

宽泛的的层面上说! 审美也是一种 %道&!

那么忧郁呢) %随着音乐的节拍! 背负的

忧伤竟一层层退却& *+诗意的舞蹈.,- 那

么呻吟呢) %不断地编造着为自己辩护的

种种理由! 继而是委屈! 是盟誓! 是抗议!

是合乎逻辑的赔礼认错- 分手就这么简单&

*+无言#,- 我始终认为! 诗就是诗! 它可

以从任何一个地点出发! 披沙拣金! 然后

在心灵聚合- 也可能它什么都没说! 只说

了路途/ 心情! 一只孤独的鸟或者仅仅是

风的形状! 就因而具有了诗的形式和内容$

在上古时期! 没有专业的诗人! 更没有专

业的评论家! 那些被我们的先人随口吟诵

的歌谣! 现在依然被我们奉为经典中的经

典 $ %昔我往矣 ! 杨柳依依 0 今我来思 !

雨雪霏霏&$ 这样的千古绝唱没在任何诗歌

理论里生存过 ! 可不管何时我们捧读它 !

都会被深深地感动! 或者像一个诗人说的

那样! %被击倒& (((因为它在时刻放电$

诗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形单影只已

是不争的事实 ! 但它远远没有 %迹近于

无&! 依然在 %徘徊复徘徊&$ 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 我同意很多的说法! 人心不古也

好/ 浮躁贫乏也好! 总之是诗歌生存的环

境越来越逼仄$ 但我惟一不同意的说法是!

诗歌被边缘化$ 当然! 诗歌从来没有作为

我们生活的目的出现过! 也从来没有成为

过我们生活的中心! 那么所谓的 %边缘化&

又是指的什么呢) 我相信! %只要还有一

个诗人活在这月光下的世界上&! 诗歌就在

世界的中心! 因为真正的诗是活在人心里!

而 %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中心&$ 实事求是地

说! 这些年中国的诗歌创作水平不但没有

下滑! 而且有很大的提升0 诗人也不是越

来越少! 而是越来越多$ 只是诗歌不再是

政治的工具和谋生的手段! 而是作为一种

话语的方式! 并且越来越往人的内心里去

了! 越来越恢复到 +风# 的状态! 变成纯

粹私人化的写作$ 所以! 随着社会的发展/

思想的多元化! 这样的时代不会再有一鸣

惊人的诗歌和诗人了$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

说! 这不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而是全社会

的一大进步$ 我们应该做的! 是要像王猛

仁先生这样! %用诗歌开启生活&! 在喧嚣

的内心里! 要常常打开一扇天窗$

王猛仁先生十数年来笔耕不辍! 始终

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 ! 而且成就斐然 !

这在目前是非常难得的$ 他既写诗! 也写

散文诗! 而且书法功夫也相当了得! 他的

成功也得益于触类旁通的文化积淀$ 他的

作品厚积薄发/ 沉稳大气! 虽然有时候略

显急躁! 但却有着无比的真诚! 这是永远

超越技术的最终尺度$ 他的诗和散文诗曾

经多次在 +人民文学# +人民日报# +诗

刊 # +中国诗歌 # +中国诗人 # +星星 #

+诗歌月刊# +莽原# 发表! 还先后出版多

部散文诗集! 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 并

在中国散文诗上世纪九十年代优秀作品评

奖中荣获了 %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作家

奖&! 作品收入 +

90

世纪散文诗排行榜#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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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散文诗排行榜 #! 并先后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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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月刊# 年度散文诗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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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莽原# 文学奖! 成为 %文学豫

军& 的中坚力量/ 河南散文诗界的领军人

物之一$ 同时作为河南省散文诗学会的副

主席兼秘书长 ! 他在创作散文诗的同时 !

编辑出版了 +周口散文诗九家# +河南散

文诗九家# +中国散文诗十二家# 和 +中

外散文诗六十家#! 带动和扶持了一批河南

散文诗作者走上文坛!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

的$ 作为一个河南的作家和读者! 我觉得

有一大批像王猛仁先生这样热爱文学并身

体力行的作家在! 是河南省文学界的福分

和骄傲$

!邵丽 女" 当代著名作家" 中国作

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 河南省文联副主席 "

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 鲁迅文学奖获得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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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 ! 母亲从乡下搬来城里 !

和我们一起住 $ 老家的院子卖给了别人 $

母亲进家连口水也没顾上喝! 就小心地从

黄色挎包里掏出了一个沾满泥土的塑料袋$

母亲打开塑料袋! 原来是一棵葡萄树$ 葡

萄根用湿泥土包裹着$ 母亲问1 %辉! 葡

萄树栽哪里啊)& 我和妻子对看几眼! 不知

道该如何回答母亲$

母亲看我们几眼! 说1 %我看楼下那

些草地里能栽葡萄$& 我笑了! 说1 %妈!

这里是高档小区! 管理很严格! 楼下的草

坪是不让业主栽种东西的 $& 母亲奇怪地

问1 %谁是业主)& 妻子说1 %妈! 是我们

啊 ! 不用种葡萄树 ! 您老人家想吃葡萄 !

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有$& 母亲说1 %这棵葡

萄树是咱老家院里的那棵! 一定要找到地

方栽啊$& 母亲说着伤心了$

我转了几圈 ! 栽哪里啊 ) 妻子说 1

%买个大花盆! 种在阳台$& 这倒是个办法!

母亲也欢喜起来$ 我马上下楼打车去买了个

小水缸一样的大花盆! 妻子帮我往电梯里搬

的时候说1 %妈真是怀旧啊! 费这些事就为

棵葡萄树$& 我笑了! 说1 %你还不知道吧!

这葡萄树有个故事$&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爷爷因病去

世! 家里为爷爷的病借了很多钱$ 父亲白

天干繁重的农活! 阴雨天或晚上到村北的

农场找些杂活干$ 母亲白天和父亲一样干

农活! 晚上缝补衣物或去镇上领些钩手包/

糊纸盒的活 ! 好补贴家用 $ 我夜半醒来 !

总是看见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低头干活

的身影$ 父亲由于劳累过度! 晕倒在从农

场回家的路上! 摔伤了胳膊$ 这给贫苦的

家庭增加了霜雪$

母亲望着院里的葡萄树说1 %今年葡

萄结得真多! 过几天熟了! 拿到镇上去卖!

能卖不少钱呢$& 父亲吊着胳膊走到葡萄树

旁! 看着满架青溜溜的葡萄笑着点头$ 过

了几天! 葡萄熟了! 紫红而又圆润$ 母亲

摘下一串! 洗净后让我和父亲吃$ 葡萄很

甜! 饱满多汁$ 父亲说1 %今年的葡萄长

得太好了! 肯定能卖不少钱$& 这时候! 邻

居黄大爷串门! 母亲让他吃葡萄$ 他走到

葡萄架旁! 剪下了一大串葡萄! 说1 %今

年的葡萄结得真多$& 父亲和母亲笑着说1

%是啊! 是啊 ! 黄大哥再多摘些回家吃 $&

黄大爷笑着说1 %一串就好$& 说着就拎着

葡萄回家了$

接着! 村里人陆续来了! 夸赞着葡萄

好! 都动手摘葡萄吃! 而且很多人都是连

吃带拿的$ 我不高兴了! 说1 %一会儿再

来人! 我不让他们吃$& 父亲说1 %那可不

行! 乡里乡亲的! 不能因为葡萄伤和气$&

母亲叹口气说1 %明天赶紧摘葡萄卖! 要

不就没有了 $& 没想到 ! 下午又有很多人

来! 说听上午来吃葡萄的人说我家的葡萄

真好吃$ 到了晚上! 葡萄架上只剩下几串

青涩的葡萄了$ 母亲心疼得直落泪$

第二天早上! 母亲开门后喊1 %他爹!

快来看$& 父亲走过去! 从母亲手里接过一

个纸包! 打开! 是一沓钱! 一块的/ 两块

的/ 五块的/ 十块的! 数了下! 有二百多

块 $ 那时候二百多块 ! 可不是个小数目 $

父亲问1 %哪来的)& 母亲说1 %放在门槛

上的$& 父亲展开纸包! 上面有字1 买葡萄

的钱$

妻子听我说完 ! 抹了把眼泪 ! 说 1

%这棵葡萄树是应该珍藏$& 回到楼上! 妻子

和母亲一起小心翼翼地把葡萄树栽进花盆

里! 浇了水$ 母亲说1 %这棵葡萄树! 还

是我和你爹刚结婚的时候弄回来的呢$& 妻

子说1 %原来是和爸一起买的啊$& 母亲笑

了! 说1 %不是买的! 是换的$& 妻子惊讶

地问1 %换的)& 母亲点点头说1 %那时候

我们刚结婚$ 有一天一起赶集! 回来的时

候经过一处种花草的大棚$ 花匠正忙着给

花草浇水! 我看见了几棵绿油油的葡萄树!

就随口说! 2要是每年夏天能在院子里摘

葡萄吃! 就好了-3 你爹说! 2那就在咱院

里栽一棵-3 但我们没有钱买葡萄苗啊! 你

爹就跑去和花匠商量! 最后你爹帮花匠浇

了半天花草! 换回了这棵葡萄树- 听花匠

说! 这是新培育的品种! 值不少钱呢- 你

爹抱着这棵葡萄树苗! 笑的那个傻样啊-&

母亲说完! 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久久

没有再说话! 脸上浮现了两朵红晕-

仲春的阳光! 从阳台全封闭的厚玻璃

外透了进来! 轻轻洒在葡萄树上-

!

邵丽

一棵葡萄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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