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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平淡之美，感悟
生活之诗

在 似 乎 毫 无 诗 意 的 地 方 ，品 咂 出 浓 郁

的 诗 意 ，这 也 许 是 唐 代 诗 人 孟 浩 然 最 大 的

本事。

十几年前，我让学理科的儿子重温《春

晓》和《过故人庄》，他不以为然地对我说：“有

什么好重温的，《春晓》不就是春天睡了一场

懒觉吗？《过故人庄》不就是到老友家里吃了

一顿饭吗？”我批评他：“你春天懒觉可没有少

睡，平时饭也没有少吃，但从没见你作出诗

来，你甚至感受不到这两首诗歌中的诗味。”

只有心灵充盈着诗情，才能处处感受生

活中的诗意；只有具备细腻的感受能力，才能

在别人觉得乏味的地方发现诗趣。同样的，

只有处处感受生活中的诗意，心灵才会时时

洋溢着诗情；只有不断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诗

趣，感受能力才会日益敏锐细腻。

有人说，日常生活无非就是柴米油盐，

它们往往会冲淡诗情，甚至会消磨诗兴，又

如何能领略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呢？

不妨以《过故人庄》为例。此诗写的是孟

浩然到老朋友家做客，标题中“过”的意思是

拜访、探望。初读感觉不到他是在写诗，倒像

是在和老朋友聊天，而且聊的不过是访友、吃

饭、家常，还有临别时答应要常来常往，这一

切再稀松平常不过了。

细读你才会发现，诗人对访友有全新的

体验。诗一起笔就出手不凡，以“故人具鸡

黍”发端，老朋友先备好鸡黍，再请他去做客，

是为了突出主人的盛情。古人把吃鸡肉和小

米饭，当做农家很隆重的款待，即使今天也显

得质朴又温馨。颔联“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

斜”，绿树“合”字已经够好，“田家”全在浓荫

掩映之中，而青山“斜”得更妙，好像青山依偎

着城郭的肩膀，连画家都画不出这般景致。

“开轩”则“面场圃”，“把酒”只“话桑麻”，看到

的是农家景，吃的是农家饭，谈的是农家话。

两个老友莫逆于心，离开时，诗人主动说以后

不请自来：“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田家，一顿平平常

常的饭菜，却激起诗人浓浓的诗情，也带给读

者无穷的回味。诗中平静的语调、朴实的语

言，与淳朴的农家气氛，构成了高度和谐。如

今我们身边许多人，也都喜欢到郊外去吃农

家菜，可往往忽略过程中的美感，难得从容欣

赏、细心体会，更少有怦然心动。哪怕再美的

游览胜地，如果没有感悟美的心灵，没有感受

美的心境，只会“到此一游”便作罢。培养对

美的感受力，是诗词在今天为我们所需的重

要原因。

无论顺境逆境，在诗
中升华人生

可能有人说，今天社会的节奏太快，人们

面临各种压力，如何感受生活中的诗意？我

因为这些年一直在网络视听平台讲解古诗

词，与年轻人有很多互动，所以理解人们当下

的生活状态。我想说，通过诗词，走近诗人诗

作，走近诗人背后的时代与人生，今天的年轻

人是可以从中汲取养分的。

成功欢乐能让人感受喜悦，挫折失败能

让人体验悲伤，尝过人生大喜与大悲的人，更

能 走 进 生 命 的 深 处 ，更 有 生 命 的 耐 力 与 韧

性。杜甫一生几乎与贫穷相伴，但他从来没

有被贫穷压垮，贫困苦难反而凝成杜诗的珍

珠，形成了他那“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空

囊》一诗，就以幽默调侃的笔调，写自己无食

无衣的苦况，表现了诗人对穷困的蔑视，对苦

难的超越，诙谐而不油滑，幽默而又深刻。

北宋陈师道感叹：“世事相违每如此，好

怀百岁几回开？”南宋方岳似乎有意附和：“不

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心想事

成”属于美好愿望，“事与愿违”却在日常生活

中难以避免。不妨以爱情为例，陆游《钗头

凤》大家耳熟能详。75 岁那年，暮年陆游重游

沈园触景生情，写下《沈园二首》，表达自己刻

骨铭心的思念。近代诗人陈衍在《宋诗精华

录》中评价说：“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

年论，不可无此诗。”爱情悲剧成就了爱情名

诗，这种“伤心之事”反而使我们更加珍惜爱

情，更加热爱生活。

元稹用泪珠写成的“曾经沧海难为水”，

苏轼满怀深情写就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让

后 人 体 认 到 爱 情 的 美 好 ，看 到 了 人 性 的 光

辉。可见，不仅顺境能引发豪兴，逆境也能激

起诗情。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情绪

昂扬还是低沉，都不妨碍我们走进诗歌意境，

感受丰富复杂的情感，获得人生境界的磨砺

与升华。

读出自身个性，品出
时代新意

我们要品咂出日常生活中的诗情，就应

在古典诗词中读出时代的新意。常言说，“一

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

读者有一千个陶渊明一千个李白。一个合格

的古典诗词读者，既应读出自身的个性，也应

读出所处的时代特性。

我们在一首古诗中读出的“意思”，不必

是作者的“意思”，清人谭献在《复堂词录》中

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

不然”；更不要搬用前人的“意思”，一首唐诗

要是宋人这样说，明人还是这样说，清人又是

这样说，今天我们跟着也这样说，这一首诗就

“读死”了。我们说一首诗是不朽的经典，是

说这首诗具有超越时代的魅力，它能引起每

个时代读者的共鸣，能抚慰每个时代读者的

心灵。诗人是在抒发自己的情感，又好像是

在倾诉我们的心声。

这就需要在古典诗词中读出时代的新

意。现代阐释学告诉人们，从一篇文学作品

中读出的“意思”，是文本与读者视域融合的

结果。从读者这一层面讲，视域越广，思考越

深，感受越细，我们在诗歌中的所获就越多，

对诗歌的体悟就越透。因此，要读出时代的

新意，我们就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养成时代

的文化人格，具备时代的知识结构，广泛吸收

优秀文化营养，在文化和精神上成为时代的

弄潮儿。

我在大学中文系授课，即使一年能教 200
个新生，10 年也只能教 2000 个，100 年才能教

到 2 万个。而今，在网络视听平台上讲解古

诗词极大拓展了我的教学空间，无论天南海

北、国内国外，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视频

网站上听课。很荣幸，“感动中国 2022 年度

人物”颁给了我们这些在网络视听平台“发挥

余热”的“银发知播”。我希望能尽自己所能，

在网络上打造一个诗性空间，让年轻人亲近

古典诗词，走进古代诗人的心灵世界，以激发

年轻人的生命活力，丰富他们的情感体验。

我们“要”而且“能”激活沉睡的古典诗

词，我们不是古典诗词的旁观者，而是参与了

这些诗词在当下的再创作，我们既是读者，也

是诗人。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在古典诗词

中品咂现代生活的诗情，和陶渊明一起种豆，

和李白一起登山，和杜甫一起感怀，和苏轼一

样超然……

（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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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只有心灵充盈着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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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同样的，只有处处感受生
活中的诗意，心灵才会时时
洋溢着诗情，感受能力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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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诗词，走近诗人诗
作，走近诗人背后的时代与
人生，今天的年轻人是可以
从中汲取养分的

我们“要”而且“能”激活
沉睡的古典诗词，我们不是
古典诗词的旁观者，而是参
与了这些诗词在当下的再创
作，我们既是读者，也是诗人

“ 我 的 老 家 有 个 湖 ，弯 弯 秀 水 漫 过 山

麓 ，碧 绿 是 清 泉 汇 聚 的 颜 色 ，彩 带 是 环 绕 着

湖 畔 的 公 路 ……”在 王 学 武 新 著《乡 愈》里 ，

描 写 浙 江 淳 安 的 文 字 带 着 浓 浓 乡 情 ，让 人

情 不 自 禁 地 想 到 ：我 那 远 方 的 家 乡 ，会 不 会

有了新的变化？

久别重逢，再见一面，可以是老友之间，

也可以是自己和故乡。小时候，故乡的山川

风物润色了童年时光，长大后，我们为梦想远

赴他乡，但记忆中的故乡没有褪色，时不时回

家看看，成为人们慰藉乡愁的共同选择。在

我们的文化视野中，乡愁不仅是社会话题，也

是文学母题。无论是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

三春晖”的游子情怀，还是李白“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的直抒胸臆，抑或是余光中“乡

愁 是 一 枚 小 小 的 邮 票 ，我 在 这 头 ，母 亲 在 那

头”的一唱三叹，都让人感同身受，勾起自己

对家乡的思念和感怀。

在乡情这方宽阔的文学空间里，王学武从

13 年前开启了与故乡新的“相遇”。起初，这

些寄托乡愁的质朴文字发布在网络社交平台，

引发网友的关注和共鸣，后来结集为“孝亲三

部曲”和《乡读手记》，《乡读手记》还入选了国

家 新 闻 出 版 署 农 家 书 屋 重 点 出 版 物 推 荐 目

录。这次，作者推出第六部乡情、亲情作品《乡

愈》，表达对乡村巨变的感怀、对回归亲情的期

盼和对思乡之情的思考、对乡情乡愁治愈心灵

的抒怀。

多 年 以 来 ，作 者 书 写 的 主 题 没 有 改 变 ，

书 写 的 笔 触 逐 渐 拓 宽 。“故 乡 是 走 过 太 多 次

的 一 段 路 ，有 时 是 那 段 路 上 的 梦 想 ；故 乡 是

曾徒步赶船，如今公路村村通。”新作中的不

少诗歌散文，都尝试用具体意象关联起乡村

的变迁发展，传递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不变的，还有平静的笔调、平实的文字、

平 缓 的 故 事 。 山 川 风 物 、家 长 里 短 ，说 到

底 ，是 故 乡 的 生 活 景 象 触 动 了 读 者 心 中 最

柔 软 的 地 方 。“ 那 一 桌 的 菜 ，满 屋 飘 香 。 围

一桌的亲，近在守望”“故乡是一瓶辣酱，有

时 是 一 包 冻 米 糖 ”…… 无 论 是 宛 在 眼 前 的

美 食 美 景 ，还 是 淳 朴 善 良 的 乡 里 乡 亲 ，都 给

读 者 留 下 较 深 印 象 ，让 人 好 像 从 字 里 行 间

嗅 到 了 家 乡 泥 土 的 味 道 ，于 是 便 牵 挂 起 那

里的人、事、景。

借由乡情抒怀，故乡从实体的存在化为心

中的精神家园。留住乡愁就留住了人生的来

时路，它会提醒我们，走得再远，也不要忘了为

什么出发。乡愁远不只个人私密的情思，而是

与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故乡、我们的祖国联系

在一起，这也是《乡愈》选择将亲情、乡情、爱国

情贯通起来书写的原因。作者说：“乡情是亲

情的延伸，爱国情是乡情的升华。”可以想象，

那些背井离乡努力奋发的学子，那些远赴边疆

保卫祖国的战士，那些走向海外在各行各业发

光发热的普通人，他们的思乡之情，一定转化

成了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热忱。

除了阅读《乡愈》这样的文字，今天要记住

乡愁，还有很多方式。我们可以在柴可夫斯基

《如歌的行板》、阿炳《二泉映月》、马思聪《思乡

曲》等音乐经典中倾听乡音乡韵；还可以通过

观看影视作品，感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浓郁

乡情。正如电视剧《乔家的儿女》编剧杨筱艳

分享自己创作的缘起：“一次回国，我下了飞

机，坐上大巴车进入南京市区，那些高大的、遮

天蔽日的梧桐树映入眼帘。刹那间，我热泪盈

眶——回家了，这才是我的家乡！这些梧桐激

发出我深藏于心的对家乡的爱，这爱如同海浪

一般澎湃。我想借助电视剧让更多观众体会

家乡之于自己、之于人生的意义。”

用文艺的方式留住乡愁，让我们的思绪

从作品里的故事飘向远方的故乡，汇入给予

我们无穷力量的精神家园。

浓郁的乡情
何水木

“ 为 什 么 战 旗 美 如

画 ，英 雄 的 鲜 血 染 红 了

它 ，为 什 么 大 地 春 常 在 ，

英 雄 的 生 命 开 鲜 花

……”电 影《英 雄 儿 女》

主 题 曲《英 雄 赞 歌》荡 气

回 肠 ，唱 出 了 革 命 先 烈

的 英 勇 无 畏 ，成 为 家 喻

户 晓 的 红 色 经 典 。 前 不

久 ，我 们 又 在 锡 剧 新 作

《英 雄 儿 女》里 听 到 了 这

熟 悉 的 旋 律 。 至 此 ，江

苏 省 演 艺 集 团 历 时 6 年

创 排 的 锡 剧“ 英 雄 三 部

曲 ”《董 存 瑞》《刘 胡 兰》

《 英 雄 儿 女 》全 部 搬 上

舞 台 ，谱 成 一 曲 缅 怀 革

命 先 烈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的赞歌。

近 年 来 ，红 色 经 典

的 重 新 演 绎 成 为 舞 台 亮

点 ，如 何 站 在 前 作 的

“ 肩 膀 ”上 出 新 出 彩 ，是

创 作 者 面 临 的 共 同 课

题 。 就《 英 雄 儿 女 》而

言 ，同 名 电 影 和 原 著 小

说《 团 圆 》为 观 众 所 熟

知 ，其 他 专 业 院 团 也 有

话 剧 作 品 面 世 。 珠 玉 在

前 ，锡 剧 版 主 创 精 心 改

编 故 事 、打 磨 表 演 ，带

给 观 众 富 有 地 方 戏 曲 特

色 的 审 美 体 验 。

“ 英 雄 三 部 曲 ”选 择

当 今 观 众 易 于 接 受 的 视

角 展 开 叙 事 ，凸 显 英 雄

精 神 。 如《英 雄 儿 女》将

故 事 视 角 由 王 成 改 为 王

芳 ，设 计 了 不 少 表 现 心

理 活 动 的 唱 词 ，呈 现 王

芳 写 英 雄 、唱 英 雄 、学 英

雄 、做 英 雄 的 心 路 历

程 。 全 剧 一 开 场 ，养 父

王 复 标 从 照 片 中“ 飘 然

跃 出 ”，站 在 王 成 王 芳 兄

妹 面 前 ，与 孩 子 们 拉 起

家 常 ；第 五 场 戏 ，在 月 光

下 ，王 成 从 硝 烟 中 跃 入

王 芳 眼 帘 ，诉 说 革 命 理

想 …… 通 过 情 真 意 切 的

唱 词 ，王 芳 的 这 些 内 心

活 动 得 到 细 腻 刻 画 ，父 子 情 、父 女 情 、兄 妹 情 萦 绕

其 间 ，展 现 了 王 芳 化 悲 痛 为 力 量 、将 指 尖 笔 变 为 手

中枪的思想转变过程。生活化的情节，不仅让作品

更 加 饱 满 ，同 时 拉 近 了 观 众 与 革 命 先 辈 的 距 离 。

《英 雄 儿 女》中 ，王 成 在 日 常 生 活 里 与 妹 妹 、战 友 相

互 打 趣 ，令 现 场 观 众 会 心 一 笑 。《董 存 瑞》中 ，董 存

瑞会因为受到表扬而欢呼雀跃，也会因为没有获得

重要任务而沮丧。这些生活化的细节，是主创们观

察与角色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获得的灵感，使英雄角

色更加人性化、接地气，引发观众共鸣。

用 锡 剧 的 独 特 方 式 讲 述 英 雄 故 事 ，是“ 英 雄 三

部 曲 ”的 成 功 之 处 。 地 方 剧 种 特 色 在 于 与 众 不 同

的 声 腔 与 曲 调 ，如 何 做 到 曲 调 样 式 既 丰 富 又 多 变 ，

既 新 颖 又 不 失 传 统 韵 味 ，考 验 着 主 创 团 队 的 创 新

能 力 。《英 雄 儿 女》对 锡 剧 特 有 的 簧 调 、大 陆 调 等

进 行 重 新 编 排 ，通 过 交 响 乐 队 烘 托 气 氛 ，并 融 入

《英 雄 赞 歌》旋 律 ，抒 发 人 物 情 感 ，塑 造 人 物 形

象 。 令 人 意 想 不 到 的 是 ，《英 雄 儿 女》还 把 锡 剧 传

统 戏《双 推 磨》与 王 成 、王 芳 一 家 人 的 经 历 融 合 在

一 起 ，以 推 动 剧 情 发 展 。《刘 胡 兰》用 原 汁 原 味 的

锡 剧 唱 腔 ，演 绎 经 典 唱 段《临 别 再 望 众 乡 亲》，演

唱 者 亮 丽 的 音 色 、动 情 的 运 嗓 ，更 增 添 了 悲 壮 的 艺

术 效 果 。《董 存 瑞》则 在 音 乐 编 曲 中 融 入《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军 歌》和 交 响 乐 等 元 素 ，以 音 乐 语 言 呈 现

解 放 战 争 这 一 宏 大 历 史 背 景 。

具体到人物塑造层面，“英雄三部曲”开掘戏曲

程 式 ，聚 力 英 雄 叙 事 ，其 中 的 锡 剧 动 作 戏 让 观 众 印

象 深 刻 。 为 体 现 战 争 的 残 酷 ，《董 存 瑞》加 入 了 各

种 戏 曲 程 式 。《刘 胡 兰》“ 诱 敌 ”一 场 戏 里 ，在 表 现 刘

胡兰被敌人围追堵截的情景时，运用大量高难度戏

曲程式，如 在 山 路 上 奔 跑 运 用 了 圆 场 步 ，在 泥 泞 路

上 、高 处 跃 下 、爬 坡 下 山 时 运 用 了 不 同 动 作 。 演 员

做 这 些 复 杂 的 戏 曲 动 作 时 ，唱 腔 的 板 式 变 化 也 非

常 频 繁 ，运 用 了 摇 板 、快 板 、紧 板 和 大 慢 板 等 ，并

随 着 人 物 情 绪 的 变 化 而 逐 渐 高 亢 ，引 得 现 场 观 众

频 频 赞 叹 。

山 河 日 新 ，英 雄 不 朽 。“ 英 雄 三 部 曲 ”以 锡 剧 形

式 唱 响 了 英 雄 精 神 ，感 动 了 当 下 观 众 。 这 英 雄 精

神 值 得 文 艺 工 作 者 不 断 谱 写 传 唱 ，让 红 色 基 因 代

代 相 传 。

（作者为江苏省艺术评论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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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三部曲”选择当今观众
易于接受的视角展开叙事，凸显
英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