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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事

李波先生作为安康市诗词学会会长、长安
诗人，已久负盛名。李永明先生在发表的《李
波的诗意人生》一文中说：“在安康诗词界，提
起李波的名字，人们交口称赞，都会竖起大拇
指。”并且“被陕西诗词界誉为‘三秦豪放诗
人’”。在陕西诗词学会的诗人团队里，他有
很高的知名度。阅读他众多的优秀诗词作
品，可以明显感受到那都是他用心血凝成的
结晶。这些年的笔耕不辍和精益求精，使他
的诗意人生与日提升，追梦的境界日益升华。

首先来欣赏李波的《感世》：“世上书生多
苦寒，人穷骨硬志弥坚。诗词曲赋传千古，休
说文章不比钱。”自古以来的读书人，求得功名
者寥寥无几，但都修炼成了一种读书人固有的
风骨，练就了文人学士的自信傲骨。在这首诗
中，诗人表达了不染俗尘的志向，写出了文章
岂是金钱可比的思想情感。人有性格，诗显志
向，在浮华和贫穷中坚守做人道德底线的品
行，值得点赞鼓励。

再如这首《夜读》：“寻声探韵韵声孤，一曲
新词酒一壶。好梦留人人不寐，床头夜夜有诗
书。”创作诗词难免孤独，而读诗也要耐得住寂
寞，只要进入诗词的意境，精神就会变得无比
丰富。许是传承了诗仙的遗风，诗人为人豪
爽，常以诗酒交友。如若诗兴大发，就会诗伴
酒而生趣，酒助诗而雅兴。于是一首首新作便
从他的胸中奔涌而出。诗人喜欢创作也喜欢
读书，夜晚有了好梦难以留住而不能寐，唯有
床头的诗书夜夜相伴，让人入心，让人安然。
无疑，这首诗就是他生活的写照。

尽管如今的骚坛趋于“颓圮”，但李波依然
痴迷其中。历代的优秀诗人，总是将民间疾苦
流露笔端。他也不例外，对身边的所见所闻，
必然会物随心转，境由心生，将灵感捕捉于笔
下。比如诗人的《读诗有感》：“颓圮骚坛枉自
痴，人间疾苦有谁知。清词丽句寻常见，倾诉
民生是好诗。”他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心
有所想，言之有物，所以笔下的“清词丽句”，都
是心系“民生”，关注社会的寻常之心。也只有
这样的作品，才能称得上好诗。诗人亲民、接
地气的创作境界，以及关心民间疾苦的家国情
怀，可见一斑。

再来欣赏这首绝句《诗书传家》：“功名利
禄似云烟，万贯家财只等闲。我有诗书传后
世，今生不枉到人间。”好一个“今生不枉到人
间”！诗人从《感世》到《夜读》，从《读诗有感》
再到这首《诗书传家》，看似不相连的一首首
绝句，确有思想和立意的融会贯通，是诗人世
界观、价值观的真实反映。来到世间，不
负人生，才会使作品不断升华，境界不断
提高。

瀛湖是安康的一张名片，这道亮丽
的风景线吸引着众多游客。几年前我也
曾慕名游览，被那旖旎的风景所陶醉，至
今记忆犹新。当读到《唐多令·瀛湖秋
赋》这首词时，诗人笔下的“碧落青绡飞
鹤鹭，风送爽、好金秋”和“对酒当歌一
曲，邀皓月、去遨游”无不勾起我的回忆，
似乎又将我拉回到那次浏览之中，如在
眼前，如入其境。

大白菜是大众化的蔬菜，是百姓餐桌常用
的菜肴。这首《咏白菜》：“世人夸赞好青白，富
贵荣华岂敢为。百姓餐中常有我，春秋冬夏总
相随。”其诗写的“青白”，既是对白菜的真实描
述，又是对人品的赞美。人生在世，无论从事
何种职业，无论做人还是做官，都贵在人品，贵
在一清二白，岂是荣华富贵而无德行者可比！
诗词是心灵的窗口，透过这一窗口，可以窥探
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

另外还有“雨露阳光催万物，人生充电是
读书”（《读书》），“悟道多行善，不枉到人间”
（《水调歌头·悟道牛山》）等，由于诗人佳作众
多，不能将所有的阅读感受都详细罗列在此。

总而言之，现代化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常
常让我们忘记身在何处，而李波先生的诗作为
我们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他摒弃浮躁，淡泊
明志，坚持奉献精品、鼓舞人心的创作精神，值
得学习和借鉴。 □孙民随

现在，诗坛陷入一种窘境，写诗的人很
多，读诗的人很少。每天都有许多新的诗作
发表，但除了在一些小圈子或者极少的特
定场合，根本见不到有人在朗诵或者谈论
诗歌。文坛本就寂寥，诗坛更是寂寥中的
寂寥。

诗歌的寂寞，有时代的因素。艺术表现
形式越来越多，人们表达情感的方式和途径
越来越多，文学不再一枝独秀，而只是众多主
流艺术形式中的一个。作为文学的分支，诗
歌更是如此。

诗歌的寂寞，更有诗歌本身的原因，或者
更直接地说，是诗歌创作者的原因。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经、楚辞、唐诗、宋
词，诗歌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有着深
厚积累。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
不读《诗经》，连话都不会说了。跳出那个特
定的时代，我们可以理解为，不学习诗歌，就
不能很好地进行语言表达。

中国人对诗有着骨子里的热爱。不必
说唐宋时随处可闻的吟唱，即使在今天，人
们在抒情、论理甚至闲谈时，也常常引用诗
句。从古至今，诗歌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为人们所热爱。

诗歌的寂寞，是诗歌远离了生活，是诗
歌创作者远离了生活。

让诗歌回归诗歌，是诗歌走出寂寞，重
新为人们热爱的根本。

我们不妨简单地从“诗”与“歌”两个方
面来探讨什么才是诗歌应该有的样子。

“诗”指的是诗歌的意境。在描写美丽
的景色或者美好的生活时，我们经常用一个
词——如诗如画。如画，是指外在形态之
美，使人悦目。如诗，是指内在意韵之美，使
人悦心。

诗歌，必须有意境有韵味。有意境，

就是构建意义深远的情境，或金戈铁马，或
流水落花，或澎湃激昂，或缠绵悱恻，或由
境生情，或融情入境，以情境的合一打动
人心。有韵味，就是情境有限而含义无
穷，每个人都能从中体味、生发自己的人生
感悟。

诗歌通过意境与韵味传递感情。抒情性
是诗歌的主要特点之一。叙事也好，写景也
好，其最终目的是为表达感情。这种感情，既
是诗人的，也是大众普遍的。是诗人的，诗歌
才有创造性和独特性。是大众的，诗歌才能
引起人们的共鸣。

无论古诗也好，现代诗也好，所有广泛传
播、让人铭记的佳作，都是有着深远的意境和
深刻的感情的。有意境，所以让人回味。有
感情，所以打动人心。

“歌”指的是诗歌的韵律，也就是音乐
性。诗歌是最具音乐性的文学形式。早期
的诗歌，并不是因为文字记录而流传下来
的，而是在人们的吟唱中口口相传流传下来
的。诗经是最为典型的代表。抛开早期诗
歌在当时的通俗易懂不说，其鲜明的音乐性
是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

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内，尤其是诗歌得以
受到广泛传播与热爱的时期，诗歌不是用来
读的，而是用来歌唱和吟咏的。民众在歌唱
和吟咏中，感受美与真，也借以抒发自己的
感情。

简而言之，意境和韵律是诗歌最为显著
的特征。而现在许多的诗歌，既无意境，又
无韵律，甚至没有美、没有感情。

文学需要变革，任何事物都需要在创
新中得以存在与发展。然而，每个事物都
有其本质的特征，任何的创新与变革都不
能偏离事物的本质，诗歌也是如此。离了
意境与韵律，诗歌便不成其为诗歌了。当

诗歌已经不是诗歌的时候，诗歌的寂寞便
不可避免。

当下诗坛的顽疾在于，许多的诗作者打
着创新的幌子，完全抛弃了意境与韵律，创作
完全没有任何规范，信笔涂鸦，任性而为。诗
歌篇幅短小，需要创作者具备极高的锤炼字
句的功底。而现在，没有了任何标准，许多人
讽刺说，只要会在电脑键盘上敲回车键，便可
创作诗歌。

如同书法界的丑书横行，诗坛一度丑诗
横行。诗歌成了一些毫无文字功底者追名逐
利的工具。

客观地说，丑诗并没有成为诗坛的主
流。当今诗坛的最大问题是，许多创作者陷
入了自我陶醉的怪圈，其中不乏对诗歌有
着发自内心热爱的创作者。表现在形式
上，意象晦涩，语言冷僻，追求怪异，不仅大
众读不懂，文学专业科班出身的人士也读
不懂。表现在情感上，常常莫名其妙地呻
吟和自我沉浸式地抒情，根本不能引发人
们的思考或共情。

当大众读不懂所谓的现代诗时，便不去
读，而是在经典的古诗中寻情觅趣，汲取营
养。当创作者迷失于文字的怪诞与情感的
封闭时，其诗歌就仅仅只能愉悦自己，自我
欣赏自己读，在晦涩与卖弄中，离诗歌的真
谛愈行愈远。

要让诗歌不再寂寞，为人们所接受与喜
爱，必须固本培元。意境与韵律则是根本。

且不说古诗，现代诗和外国诗中为人熟
知的精品佳作，绝大部分都兼具意境与韵
律。对意境的营造和对韵律的把握，是诗作
者应具备的根本功底。并非所有的好诗都
要营造意境、合辙押韵，但这两点应成为绝
对的主流。

《红楼梦》中，香菱向林黛玉求教如何作

诗，林黛玉说：“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
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
都使得的。”

我们可以对此作两层意思的理解。一是
诗歌极其讲究韵律与造境，二是不要拘泥于
韵律与造境，但前提是要有“奇句”。也就是
说，跳脱韵律与造境，是在有“奇句”的前提
下偶然为之。

除了意境与韵律，在诗歌的创作中，还
有两点非常重要。

一是文字的平实性，也就是文学作品要
让人能读懂。真正的大师是用平实的文字，
营造出超卓的意境，言有尽而意无穷。让绝
大多数人能够读懂文字背后的蕴含。当然，
每个人因自己的阅历的不同和修养的高低，
会出现体悟的差异和深浅。

二是情感的普遍性，普遍性是文学作品
让人们共鸣的基础。对爱情的向往，对美好
的追求，对人生的反思，对自然的感悟，人们
的情感是相通的。创作者通过诗歌表达的
是自己的独特情感，人们从诗歌感悟到的是
共同情感。诗歌只有在独特情感中凸显共
同情感，在共同情感中寻觅独特情感，才能
达到作者与读者之间情感的沟通，也才有传
播的生命力。

写诗要难，读诗要易。“两句三年得。”对
于创作者来说，把诗歌写好是一件极其艰难
的事情。对于读者来说，阅读诗歌应该是轻
松愉悦的。正如同珍珠，形成的过程漫长而
苦涩，但一旦呈现于人们面前，它灼灼的光华
会绚烂每一双眼睛。

写作容易，而阅读困难的诗歌，注定是被
忽视的劣文。

创作者应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让诗歌
回归诗歌。

愿诗歌不再寂寞。 □张斌峰

让诗歌回归诗歌

阅读作家安黎先生的纪实
文学《那些家长》，我的心情很
不平静，仿佛宁静的海面卷起
一场风暴，飞沙走石，震撼魂
魄。内心又好似一张阴晴表，
时而阴云密布，时而云开日出，
阴霾尽散。

书中展现了十四个家庭鲜
活的人物图像。因缺失教育和
关爱而过早凋谢的花朵；因极
端霸道、冷漠监管的家庭模式
而误入歧途的少年，无不让人
扼腕叹息。而情窦初开、绽放
青春的身影，因得到了恰如其
分的教育和正确的引导，最终
成龙成凤的年轻生命，又怎能
不让人由衷赞美与钦佩呢？天
下父母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
金榜题名，长大成才？为了儿
女成才，家长们绞尽脑汁，使出
浑身解数。

然而俗话说得好，心急吃
不了热豆腐，慢工出细活。教
育培养子女是一门高深的学
问、深奥的艺术，绝不能一蹴而
就。安黎先生在这本二十多万
字的书里，用极其温暖殷切、中
肯感人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一
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引出培
养教育孩子的课题。

安黎先生先后走访多个省
市的上百个不同类型的家庭，
采集到形形色色的案例样本，
从中提炼出这十四个花样年
华，他们或步入阳光大道，或深
陷泥沼不能自拔……大量事例
的一一呈现，人物细节的细微刻画，高潮渐进的入情入
理，让我们认识了那个在父母正确的家庭教育下成长
起来的文科状元王昭若，其为人是那样低调谦逊，综合
素质是那样强劲有力，超乎常人。这种家庭教育模式
令人忍不住为孩子的父母送去一片喝彩声。

同时，也认识了那个战战兢兢、畏首畏尾的女生林
月丹，母亲包揽、垄断了她的一切，直到她考入大学也没
有自己支配的空间，而最终因深陷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双
重压力，选择跳楼轻生来求得解脱的可怜女孩。还有为
了引起父母重视而做出令人哭笑不得，啼笑皆非的事
情，甚至参与了三起拦路抢劫的那个最不缺钱的企业家
的儿子虎子。当他戴上冰冷手铐的时候，其父母百思不
得其解，是他们自己让儿子在极度缺少爱与关怀的漫长
过程中，以违法行径作为父母对自己漠视的抗议。这些
事例，无不叫人心如针扎，心情沉重……

这些事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家庭是孩子健康成长
的第一学校，父母是培养孩子的第一老师。不是所有的
栽培都能结出丰硕的果实；不是所有的航道都能通向铺
满红地毯的成功殿堂；不是所有的宠爱都能让弱小的生
命，如鲜花一样争奇斗艳，灿烂绽放。如果培养教育孩
子的方向出现偏差，越是对孩子层层加码，就距离我们
的期望目标越来越遥远。

安黎先生用十四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将深陷困
惑迷惘，专横跋扈，一贯霸道，百般溺爱的父母样貌描绘
得入木三分。这些事例给予家长有益的警示和深刻的
启示，那就是：孩子的所有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没有
不合格的子女，只有爱护与教育方式不得当的家长。这
就是这部纪实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它阐释的精神
实质所在。

安黎先生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采访，用他闪烁智慧
光芒的文字，用他的真实体验与亲身实践，为众多家长
解析了父母在教育孩子健康成长时所遭遇的瓶颈，碰到
的各种疑难杂症。并有的放矢地为天下家长开具出病
例诊断书，探索出我们需要学习的现代家庭教育新模
式。他用极大的善意对天下家长们提出了九点建议，叫
人心怀感激。

这九点建议是：一、家长教育孩子，先要读懂自己的
孩子，并理解孩子间的差异性，对差异性从心理上予以
承认和接受；二、要把孩子当作独立个体，而不是当作你
可以任意摆布的私人专属品；三、要允许孩子调皮、好动
甚至犯错，包容孩子的缺点；四、要学会倾听，搞清楚孩
子之所想所求；五、要学会向孩子认错和道歉，不要摆出
一贯正确的姿态；六、要给予孩子应有的自由，不要在他
们的脖子上拴绳索；七、切忌用否定性的语言评价孩子，
更不能当着外人的面数落孩子；八、家长哪怕再难，理由
再充分，都要多陪伴孩子；九、父母不要唯分数论，以分
数的高低来评判孩子的优劣。

安黎先生的九点建议，就是九个教育孩子健康成长
的良方。围绕作者在《那些家长》中对真实案例的解剖
分析，以及作者从客观生活出发提出的具有宏观性、长
远性、操作性很强的建议，读者都会在略带阵痛的事例
中洗涤灵魂；在真知灼见中，感悟作家的教育情怀。

未来，在教育孩子健康成长的漫长而光荣的征途
上，我们将沿着家庭教育的崭新模式，做好孩子的第一
领航人，让自己成为孩子的一道光、一抹绿、一个路标、
一座灯塔，借鉴书中教育孩子健康成才的正确路径，循
序渐进，桃李争妍。让光阴不曾虚度，让生命不曾辜负，
让希冀灼灼其华。 □叶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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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域外的履痕》，给我留下最深印象
的是书中忧国爱民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
在吴树民较早出版的杂文散文集《舞动的春
天》中已有所表现。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的目
光关注现实，歌颂人间真善美的同时，也鞭挞
社会的假丑恶，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
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域外的履痕》这部游记，继续展现了作
者的这一家国情怀。他没有在西方的花花世
界里沉溺或迷惘，在歌颂祖国取得伟大成就
的同时，不忘比较高下、寻找差距，进行历史
的深刻反思。他情系劳苦众生，充满忧患意
识。如《豪华的西班牙总督府》一文，作者在
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参观豪华的总督府时感
慨：假如当年西班牙总督拿这么多钱，发展自
己的军力，岂能被美国所取代？他感叹：这和
中国的慈禧太后一样，挪用海军军费修筑供
自己玩乐的颐和园，园中修得再豪华，也挡不
住洋人的坚船利炮，因而在甲午海战中一败
涂地！

作者在欧洲参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
珍品时感觉“恍惚间，似乎穿越了中国上下五
千年的时空隧道……”《在大英博物馆的中国
珍品》中，当作者“看到自己国家这么多的国
宝，胸中如江海翻腾，耳旁似雷霆震撼，既为
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精品而骄傲自豪，又为我
们的国宝竟如此大量流失心酸扼腕”，其中的
历史教训“是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疼痛”。

在《投资的悲喜剧》中，作者反思 20 世
纪中后期日本因实施投资驱动战略，短时间
内在全球经济中一枝独秀，便忘乎所以声称
要“购买美国”，结果随着日本房地产泡沫

的破裂，经济陷入了长达二十年的沉寂。作
者由此对中国投资房地产拉动经济出现泡
沫的后果不由感到战栗，提出日本泡沫经济
破灭的前车之鉴，无疑值得我们“进行总结
和思考”。

作者在美国、加拿大旅游的 24天里，先后
到过美国夏威夷、旧金山、洛杉矶、拉斯维加
斯、盐湖城、华盛顿、费城、纽约、布法罗和加
拿大的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魁北克、温
哥华、维多利亚等二十多个大小城市，他发现
这些城市的政府大楼都没有围墙，也没有防
盗网和防盗门。在美国白宫广场游览时，除
了游客，门前没有设置警务指挥车、特警车和
巡逻车，也没有发现警察。在加拿大金斯顿
市政厅和蒙特利尔市政厅，门前不仅没有警
察，门内也没有门房，也无人询问游客来历和
查看证件，无人要求登记，也无摄像头监控，
游客可以自由进出，拍照留念，无人干涉。这
些城市的市长像普通市民一样，乘公交或骑
自行车上下班。

在欧洲北爱尔兰旅游期间，团里一女游
客身体有些异常，导游打了报警电话，这位女
游客的身体不适是途中不能如厕所致，如厕
后不适症状消失。但急救车赶过来后依然对
这位女游客进行身体检查，看有无异常。女
游客私下问导游急救车需要她付多少费用，
导游告诉她不收费，并告诉她英国已实行全
民无差别的免费医疗。作者在自序中坦承：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自省、积极向上、奋起
直追、敢于超越的伟大民族，就像沉睡的狮
子，已经醒来，震撼世界。然而，仍应该寻找
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落差，审视自己的不足，学

习其他国家、民族的一切先进东西，提高丰富
我们的优秀潜质和创造实力。”

吴树民创作并发表和出版多达几百万的
文字，哪些最具有传世价值？我首推其《东南
亚风情》《多彩的世界》《奇幻的世界》和《域外
的履痕》这四本多达 100多万字的游记。吴树
民创作发表或出版的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和
小说，大都带有当时那个时代的印记，从不同
侧面记载展现了 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当代社
会的变迁。这些作品随着时代发展，可能会
逐渐成为深厚的历史文化沉积，但是读者的
兴趣也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减弱。然而这些游
记不会过时，因为他写得放得开、收得拢，气
象上具有高屋建瓴的立意之美，细节上具有
精益求精的匠心之美，会引发读者的兴趣和
关注。

这些游记中每一篇的完成，都需要作者
查资料、核数据、对细节，篇篇都倾注、凝聚着
作者极大的心血，故而历史知识性、民俗趣味
性和文章可读性都很强。我印象最深的是
《爱恨交错泰姬陵》。印度的泰姬陵我曾去
过，吴树民这篇文章资料之翔实、史实之考
证，都是我以往所见最全面、最感人肺腑的。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对美好
生活追求的实现，会有更多人走出国门，环游
全球，这些游记会作为指南，带领游客饱览和
体会这些国家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族变
迁、景观遗存、民俗风情……一时出不去的，
通过阅读吴树民的游记，一样可以得到环游
全球的愉悦和收获。

故而吴树民的游记，篇篇都具有收藏
价值。 □马涛

癸卯初冬，赴京参
加乡贤夫人黄世芳铜
雕展时，路过石家庄。
正是黎明时分，软卧车
厢内暖气十足，上床客
人打鼾如雷。睡意全
无之际，不禁回忆起往
日与书的缘分。

1992 年，新闻出版
署在石家庄召开全国出
版史研讨会，我有幸代
表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参
会，聆听出版署领导和
出版史专家讲话，对出
版史有了较为系统全面
地了解。会议期间，组
织参观了西柏坡纪念
馆，我看着当年毛主席
和周恩来、朱德等党中
央领导人居住的简易房
间，却指挥人民解放军
打胜三大战役和渡江战
役，解放全中国，不禁肃

然起敬。会议结束后，我赴京取走我
省参加全国出版史展览的珍贵图书。
按照领导旨意，为确保珍贵图书安全，
我破例坐软卧，将几大箱写着“爱护宝
书”字样的宝书放在紧挨自己铺位的
行李架上，时不时看一眼。一晚上没
有睡踏实，终于将其安全运回西安，
并归还有关单位。

2011 年，我撰写成一部长篇纪实
《一部奇书的命运——贾平凹〈废都〉
沉浮》。本想在再版《废都》的作家出
版社出版，但未能如愿。于是我与在
花山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冯波同学联
系，得到他和社领导的鼎力支持，顺利
出版了拙著并配发到农家书屋。由此
可见其鼎力支持和敢为天下先的开创
担当精神，令人敬佩。

近年将《一部奇书的命运——贾
平凹〈废都〉沉浮》电子版发给老友朱
文鑫作参考，合著成《图说〈废都〉文
本》，数易其稿，不久前已出版，为中国
当代文学史和出版史留下一笔资料，
为西安国家版本馆和西北大学贾平凹
文学馆添砖加瓦。我们已退休，与职
务职称晋升毫无关系，也谈不上名利
私心，不但无稿酬，还支付了出版费
用，迄今未赚一分钱。仅是退休后不
愿躺平或内卷，发挥一点余热而已。

□王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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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饱含家国情怀的游记作品
——吴树民《域外的履痕》读后

李 波 诗 词 赏 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