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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到乐府里的那首《上邪》。想起这首诗，是在阳澄
湖边一个“农家乐”举办的诗歌颁奖会上。

高谈雅论之中，老板端来小吃：“本地的，原生态的，绿
色食品。”我手上拿着当地编写的 《阳澄渔歌》，翻看一下，
觉得也够原生态：“倷勿要看勿起我老渔夫，我是阳澄湖格活
地图。我晓得湖底落条沟浅，落条沟深，落个潭里捉起鱼来
最最多。”另一首也像原生态：“山歌勿唱肚皮胀，开口一唱
心里爽。落怕皇帝伯伯派人勒我嘴浪贴封条，挣脱子封还要
唱。”这两首歌，都挺有原生态味道：当地口语、百姓生活、
平民言说方式，算是好东西。

于是想到了乐府诗里的 《上邪》。《乐府诗集》 由宋人郭
茂倩所编，收入汉魏两晋南北朝在民间采诗配乐的诗。文学
史家萧涤非总结得十分精到：“由两汉之俚巷风谣，一变而为
魏晋文人之咏怀，再变为南朝儿女之相思，三变而为有唐作
者不入乐之讽刺乐府。”乐府诗在官方正统的文学史上地位不
算高，但在诗歌史上，乐府诗里接地气的原生态民间歌谣和
表现底层百姓心声的诗作，非常可贵。可贵之处，就是在相
当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生活的原生态。《上邪》就是这样
一首情歌：“上邪，我欲与君相如，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
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首诗
几乎收入了所有的文学史，因为它代表了乐府诗的原生态性
质。这首诗急急火火把要想说的话，一口气说尽了：“天啊，
我就是要和你相好，好一辈子！除非山崩为平地，江河干涸
见底，夏日满天飞雪，冬天雷声大作，天翻地覆世界到了尽
头，我才会与你分手啊！”淋漓尽致，震人心扉。之所以能有
这样的效果，是因为这首诗，与人们熟悉的文人诗歌，完全
不是一个路数。文人诗歌温文尔雅，敦厚含蓄，知情达理，
稍稍出格一点的情诗，最多也是情意绵绵或者香艳华丽。哪
能这样呼天抢地，诅咒发誓，无遮无拦！

好就好在郭茂倩做了这个工作，这首原生态的诗歌收入
了《乐府诗集》，也就登堂入室与文人翰林的高雅诗篇同样摆
进了正史。如果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场景，也许我们会熟视
无睹。在农村生活多年，也见到了不少哭丧的场景。丈夫去
世了，办丧事，妻子不会躲起来掉眼泪，而是要在大庭广众
亲朋好友面前哭丧，一边哭，一边用唱腔诉说：“天哪，你这
个挨千刀的啊，你怎么丢下你的妻儿就去那边了啊，你怎么
不带上我啊，没有我谁给你做饭啊，你走了我的天塌了，天
塌了你也不管了，你这个挨千刀的啊，你走了我的泪都流成
河了，我的心成了河里的石头了，冰凉的石头谁都不待见
啊，你走了我也要去找你了，你千万在那边等着我呀，没有
你拉我的手我怎么找得到路呀，天啊，你这个挨千刀的啊！”
这样的场面在我插队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哭丧者哭得死去
活来，唱得酣畅淋漓，细心倾听，我常被那些惊心动魄的言
说感动。现在难得见到这种原生态的哭丧场景了，纵是还保
留着哭丧习俗的乡村，哭丧也职业化了。红白喜事，除了吹
拉弹唱，鞭炮花圈，专业的哭丧者和主持人一样，成为了一
种技艺，在这种场合听到的哭唱，已经不是原生态的感情道
白了，是经过民间的文化人加工的文化产品。

民间的文化产品对于商业化制式生产的文化而言，有时
依然会散发出民间的智慧和民间的情趣。这次参加诗会，能
算得上“采风”的收获，是看到一户农家乐饭馆，写在门面
外的一副对联。对联的上联是：“天不管地不管 蟹馆”；下联
是：“官也吃民也吃 吃吧”。上联气魄不小的“天不管地不管”，
谐音引出“蟹馆”，突出了主题：本店主要卖大闸蟹。下联亲民有
趣的“官也吃民也吃”，引伸出“吃吧”，两字多义，一是请吃的意
思，二是作为名词的“吃吧”与上联的“蟹馆”呼应。16个字，天地
官民，在此同乐，真乃有文化的农家乐也。

原生态有营养，无论是食品，还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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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已离我而去 9 年了，但母亲的音容笑貌仍浮现在眼
前，母亲的教诲仍在耳边回荡。我感谢母亲给了我生命，更
感谢母亲给了我做人立事之本，教会我立身做人之道。

母亲不识字，是个文盲，但她勤劳朴实，做事情雷厉风
行，干起农活来比男人还强。母亲生育了我们 5个男孩，一
生含辛茹苦养育我们，在农村，一个家庭有 5个男孩，总不
免有与其他孩子打闹之事发生，但无论我们打架吃亏还是占
便宜，回家总要受到母亲严厉的责罚。 从儿时起，母亲都给
我们讲很多历史典故，像“孔融让梨”， “狼来了”等等，
至今仍记忆犹新。上学以后，母亲经常教育我们：“吃人家的
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大事做于易，小事做于细”等等。
她不仅是这样教育我们，更是身体力行地去做。在挣工分的
那个年代，因父亲在外工作，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干农活，她总是
起早贪黑地下地干活，还要管我们几个孩子吃饭。一年下来挣
的工分也不少，因我们弟兄多，分得的粮食还是不够吃，但她总
是节衣缩食，精打细算，辛劳地养育着我们。

父亲是家中长子，赡养老人的大量义务自然就落在母亲
身上。爷爷奶奶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母亲起早贪黑给爷爷奶
奶送饭洗衣服，是在村里出了名的孝顺媳妇。在处理邻里之
间的关系上，母亲从不斤斤计较，宁肯自己吃点亏，为的是
邻里之间和睦相处。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农村每户人家都养
猪、鸡、鸭等，邻居家养的小鸡丢了两只，小鸡又不好认，邻居家
到处寻找，当问到我家时，母亲就说，我家的小鸡多了两只，就
把两只小鸡给了邻居家，其实，是我家自己的小鸡。母亲对我们
说，我不是给你们讲过“吃亏是福”的道理吗，邻居家的条件没
有我们好，少了两只小鸡就像要他们的命，他们会几天吃不好
睡不好的。

母亲病重期间，嘱咐家人尽可能不要打扰我，说我在外工
作不容易，工作很忙，不能因她的病而影响我的工作，直到她生
命最后时刻才让我的兄长打电话告诉我。我匆匆赶到家中得以
见母亲最后一面。她老人家临终前叮嘱我们：“我活着的时候你
们兄弟们对我都很好，死后，千万不要大操大办，花费那么多没
有任何意义。不要像有些人那样，老人活着的时候，没人管，死
了却大操大办，那不是孝道。”

母亲离我而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自责自己没有尽到孝
道，只有时刻铭记母亲的教诲，用实际行动践行她老人家的
教诲，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
人，也算是对她老人家的报答吧。

母亲的教诲
栗太强

母亲的教诲母亲的教诲
栗太强栗太强

诗
歌
：
微
信
传
播
不
可
小
觑

张

彬

燕赵历来多慷慨悲歌之士，更是共产党所领导抗
日战争的核心地带，在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最
为集中地反映了全民动员、游击抗战等的非凡实践。
部队作家李西岳生长在燕赵这片土地上，作为部队作
家，他的写作不仅始终没有远离抗战历史，而且力图
在自觉融入梁斌、李英儒、徐光耀等先辈作家所开创
的光荣谱系的同时有所创新。为推出长篇小说新作

《血地》，他先后花去6年时间，反复在生养自己的那片
土地上行走、探访，查阅史料；而在写作的 4 年时间
里，他数易其稿，不倦地继续着艺术的探索，使作品
表现出诸多新的特点。

《血地》以奉毛主席委派回到老家——冀中平原老
井镇发动群众抗日救国的红军团长李长生的经历为主
要线索，形象描绘了辽阔大地上质朴坚韧的人们一步步
觉醒、奋起，继而与外敌血战的过程。作品没有陷入对战
争战事战役的简单描述，而是通过对中国老百姓伟大抗
战精神的描写，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可战
胜。

读罢全书给我们一个突出的感受是人物形象生动
鲜活、跃然纸上。主人公李长生回乡后经历的是一连
串没有想到的考验，国难与家恨，亲人与仇人，违逆
与尴尬，失亲与失爱，不期而至地考验着他。但李长
生抛下个人恩怨情仇，团结四乡八村的民众抗击日
寇，开辟了一个地方抗战的全新局面。作品注重描写
底层人物，善于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小人物”的悲
欢离合中反映人的精神风貌，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
作者始终将自己与笔下人物的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跌宕起伏的叙事、沉郁凝练的笔触中，让人物产生
与读者对话的张力。正如周大新所说，“10年前，从李
西岳的 《百草山》 里走出了悲情英雄贺金柱、刚烈女
性魏淑兰：10年后，又从他的《血地》里站起了因爱而尴
尬的英雄李长生、毁家纾难的书生郭文广、风流不失节
的小白鞋、缺德良心在的小刺猬……《血地》因人物鲜
活、命运迥异而让人手不释卷。”

中国人生活自身的魅力，以及中国大地上风物景
象的美好，是作品富于感染力的组成部分，看得出，
作家与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深爱脚下的土地。作品自
觉远离宏阔化、大而无当的描写和生硬的议论，以质
朴、平实、饱满的乡间语言编织文本，对冀中一带民
俗风情以及自然风貌的描写，构成了作品乡风浓郁的
独特韵味。

我们还看到，贯通于 《血地》 之中的，形成作品
突出魅力的，是那种不可遏制的家国之爱。无论是回
乡的李长生，还是背叛自己家庭的郭文秀，战争中支
配这些优秀分子们行为的精神力量，构成了作品最富
于生命质感和抒情性的存在，而爱国爱家爱乡是他们
的本质特征。作家不愿采取宏大叙事的结构方式，宁
愿让笔下人物在一个地域性风格突出的微观世界里活
动，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的欢笑与悲伤，荣耀与苦
恼，都与自身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在战争中面临的苦
难考验紧紧联系在一起。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复杂
性，以及战争中人性的丰富性、多面性，是通过具体
而微的细节得到有力刻写的，这正是本书给我们的独
特审美享受。

吉狄马加长诗
《我，雪豹……》大气磅礴

吉狄马加长诗 《我，雪豹……》 研讨会日
前在京举行。《我，雪豹……》是当代著名诗人
吉狄马加近期创作的一首长诗力作，发表在

《人民文学》 2014 年第 5 期。全诗长达 400 余
行，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主体，描绘了一
只矫健、勇猛、游走于高原雪山之上的雪豹，
并通过这只雪豹与人类的精神情感的一脉相
承，发出对雪豹自身命运、对雪域高原与自然
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乃至未来前景的诗意
的追问。与会专家认为，吉狄马加是一位具有
世界意识、生态伦理意识的诗人，他的诗体现
的是所有存在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渗透，
透露出宇宙的无限性与总体性的美。整首诗作
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语言纯净而流畅、坚固
而锋利，结构上起承转合紧密相连、跌宕起
伏，体现出诗人对民族主义、英雄主义、现实
主义的深刻思考。

《血地》：抗战热土上的中国故事
梁鸿鹰

荷影荷影 苗青苗青摄摄

诗歌，是人类灵魂投向宇宙的一次眺
望，只要人渴求美的心灵一日不曾丧失，对
诗歌的传播、诗意的追寻便将永久地持续下
去。随着微信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渐趋炙手可
热，诗歌传播亦开始于微信平台上开疆辟
土，“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公众账
号脱颖而出。转眼间，“为你读诗”已经有了
50万左右的读者和粉丝，微信平台摇身一变
成了向读者递送诗意的使者。

诗歌传播有了新渠道

“希冀以读诗的方式，为现代社会中奔
忙的人们，探寻一片可以让灵魂栖息的诗
意”，这是“为你读诗”办号的宗旨，同时也是
这一类诗歌公众账号的最高目的，它们均致
力于通过微信平台为读者推介诗歌，引领人
们“回归柔软与真挚的诗意生活方式”。

“为你读诗”是由尚客私享家发起的诗
歌艺术活动，并邀请“高大上”的各界翘楚作
为 平 台 的 读 诗 者 ，而

“读首诗再睡觉”背后
则是一群“小文艺”“小
清新”的年轻诗歌爱好
者在负责维护账号的
运行，一方推送古今中
外的经典名诗，一方则
尝试挖掘当代中外较
为小众的优秀诗歌。不
同于其他移动互联及
微信公共账号，“为你
读诗”与“读首诗再睡
觉”利用的并非人们上
下班的碎片时间，而是
在每晚 10 点准时向读
者递来诗意的邀约。每
当静谧的夜中 10 点钟
敲响，读者便能从白日
的喧嚣中沉寂下来，在
精 神 的 放 松 与 超 脱
中，享受诗美的盛宴。

相较于传统的诗歌阅读方式所带来的
审美体验，微信平台一出手，便具有了传
播诗歌的天然优势。突破了纸媒传播诗歌
的单调，微信作为传播平台，方式多样且
是综合性的，可以将文字、音频、图像、
视频整合在一篇文件里推送。读者在通过

“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的平台欣赏
诗歌时，既能在与诗歌内容相得益彰的图
片中直观地体会诗歌所传达的意境，又能
在读诗者配合背景音乐的中外文朗读中感
受诗歌语言的精美绝伦。“读首诗再睡觉”
同时还别具特色地推出了更为贴近大众的
诗评与诗歌感受，试图营造读者的亲切
感。诗人周瓒认为，这种综合性的阅读形
式是朝向深阅读的，“诗歌对语言的要求非
常高，诗歌语言所蕴含的人类经验和想象
能力超过了其他文类。融合各种元素的阅
读方式能加深人们对诗歌语言以及对我们
使用的汉语的理解，更能刺激我们的文化
想象。”读诗平台的建立，在快餐化、浅阅
读的大势之下，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媒体
也能做深阅读、慢阅读的可能。

除此之外，微信朋友圈所构建的内部
交流形式及微信所依托的移动互联网的移
动性、互动性、即时性均使得微信平台在

诗歌层面更具
传播优势。

最大的贡献是有声传播

诗与歌自有数不尽的情缘，诵诗、读
诗中自含道不明的韵味。回溯古时，也曾
有曼妙女子，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
风残月”；论及当今，谁人儿时记忆中又没
有教室中朗诵诗歌时的咿咿呀呀？周瓒认
为，诗的有声传播正是微信传诗最具突破
性的方式。

现代诗的有声传播并没有在当下引起
足够的重视，虽然近年有央视的新年新诗
晚会一类的节目，但基本上与上世纪80年
代的抒情诗朗诵传统有关。周瓒指出，“抒
情诗朗诵虽然也是新诗的有声传播，但是
形式比较单调，而且形成了令人不快的风
格——朗诵腔。朗诵腔其实是基于对诗歌
理解的表浅、简化，甚至曲解而形成的。

我们讨厌朗诵腔，这造成了时下人们对诗
歌有声传播的疏离。”

“新诗本身的发展已经非常多样，有各
种不同的风格，一首诗的内部也有相当复
杂的情绪，必须有更加丰富的有声传达。”
周瓒说道。微信平台带来了有声传播的诗
歌接受形式的回归，有声传播成为了最能
刺激读者对诗歌产生兴趣的重要形式。公
众账号的读诗者们在进入作品之后，将自
己对诗歌的理解和把握通过声音及情感传
递出来，而读者则通过朗读者对诗歌的不
同演绎，感受诗歌中和谐的韵律、强烈的
情感、凝练的语言、深邃的意境，进入其
所塑造的诗歌画面中去理解诗歌、欣赏诗
歌，从而激发自己的审美情感和想象。不
少网友与读者反映，正是因为能在诗歌朗
读与背景音乐中获得极为享受的精神愉
悦，才使得远离自己世界许久的诗歌又重
新回归了自己的生活。

另一方面，新诗的有声传播也能激发
诗人写作方式和诗歌观念的更新。众所周
知，中国古典诗歌有其独特的格律形式，
是可以入乐的，或配以音乐，或其自身即
形成了吟诵的声腔。新诗在创制之
初，就在理论批评领域遭遇
过 格 律 问

题 。
而有声传
播 的 流 行 ，
或 许 正 能 使

“格律”重新成为
当代诗人和批评家
谈论诗歌理想形式或
内在声律的重要角度。
周瓒认为。

提升文化素养是根本

无独有偶，不少传统的诗歌
期 刊 也 注 册 了 自 己 的 微 信 公 共

号，比如 《诗刊》 、《诗
歌月刊》 等，并且当代独
具活力的民间诗歌群体也已
经开始转战微信，比如 《翼
女 性 出 版》、《诗 歌 周 刊》、

《诗歌报》 等，呈现出一派繁
荣的景象。诸如此类的诗歌公
众账号会越来越多，而这些与
写作现场相关的诗歌微信公众
号对诗歌发展的作用将难以估
量。“相较于以诗歌传播为主的

‘为你读诗’等，我更看好那些独
立的民间诗歌群体，他们的微信
公共号更具创造的活力。民间诗
歌群体的主体是写作着的诗人们，
他们对诗歌写作和推广有更新鲜
也更多样的尝试。微信现在已经
成了当代诗的发生场，新诗作、新
的诗歌主张、诗歌交流都发生在
微信里了。”周瓒如是说。

周瓒表示，诗歌在微信平台上的传
播和生产应该放到更大的范畴——新媒
体技术的不断更新之中来探讨，诗歌的
普及和扩大诗歌受众也需要多方面的媒
体支持。目前，传统媒介还处在激烈
的转型过程之中。可以预见的是，人
们将更多地依赖移动传播媒介进行交
流，互动。届时，读者将更多地借
助平板电脑、手机、电子阅读器等进
行诗歌和文学阅读，诗歌批评、互
动交流也将直接发生在网络上。

“然而，诗歌繁荣与否，也许并
不直接取决于新媒体技术，只
有一个社会整体发展到有对
文化提高的希求时，诗歌
文化才可能得到普及。
这有赖于人们文化素
养的提高，有赖于
人对诗，即精神
食 粮 的 需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