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二愣是自打我跟他认识
以来，就一直不间断追踪、跟读，
且以其为身边榜样的优秀诗人。
他的诗总是涌动着对生活的爱，
朴拙、素雅，像山野间无名的小
花。 毫不夸张地讲，我是读着他
的诗长大的。 当然，这指的是文
学造诣方面而非各自的年龄差。
在我的印象里， 二愣的诗歌创
作，一直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线上，每次阅读，均发现有不同
程度的惊喜，带给我。

二愣的诗歌语言很迷人，辩
识度也高，许多作品都写出了一
个中年人对世界、对时代的一些
并不肤浅的认识， 呈现了真诚、
美、叹息与悲悯的情愫。此外，还
能让一些专业的读者或书评人，
自发做到有话想说、 有话要说、
有话非说不可， 这是非常困难
的。 有行家就曾表示，诗人的本
领， 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
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
入胜的一个侧面。 我认为，诗人
二愣正好拥有这样的本领。

二愣与我私下交流蛮多，我
也曾给他的诗写过几句微不足
道的话，他的诗歌语言，我自认
为还算是比较熟悉的。 总体上
而言，二愣的诗歌语言，使得他
的诗歌保持了一种节奏上的古
朴和韵律上的唯美，以及意象上
的链接。 尤其是他的诗歌语言
里呈现出来的， 鲜明的辨识度，
令人很是惊艳，能够让人自觉地
从阅读中捕捉到了诸多与之契
合的记忆点，如“版纳是永不睡
眠的太阳/守护香蕉、 菠萝蜜 、
茶山和/这里的人民 ， 翠绿生
长”（永不睡眠的太阳》）。

在这首《永不睡眠的太阳》
里，诗人把云南的西双版纳比喻
为“永不睡眠”的太阳，这比喻
新鲜劲十足，让人眼前一亮。 自
古以来，西双版纳就被誉为“植
物王国桂冠上的一颗绿宝石”
之称，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二
愣的书写是诗意化的表达。 也
就是说，那些沉睡在时光深处的
美好，被他用生花妙笔全部打捞
了上来。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一
个诗人说过的一句话：“诗歌的
天空很辽阔， 能找到自己的星
座，你就会发光。 ”

二愣的诗，大多从个人化的
独特经历出发，以质朴的笔触抒
写时光， 以纯粹的视角直抵人
性。他对诗歌有着自己的独到理
解，保持着对语言和艺术的敬畏
之心。 他在处理现代经验的细
枝末节、记叙旅行生活的动人之
处时，未曾忘记自觉地践行诗人
的担当、初心、情怀与坚守，字里
行间流转着淡淡的思虑，在反复

吟诵中， 折射出对生命的感悟。
由这几首短诗连缀而成的 《南
行记》，摇曳多姿，优雅隽永，纷
繁万物系于一念，有着生命的颤
栗之感。

尽管短短的篇幅， 难以写
尽旅行生活中所有令人眼前一
亮的发现， 但仍难以抑制内心
的欣喜。 二愣在《阅读森林》中
这样写道 :“当我的目光翻阅那
些枝叶，如翻一本书/有时一页
一页地读/有时一带而过/若检
阅时光中的生命/有时浓情，有
时简约”。 诗人以常见现实生活
入诗，和他内心的闲适、自在、
喜悦交融，构成一个完美诗境，
呈现出一种沁人心脾的力量，
给人印象很深刻。换句话来说，
他总是能做到与素不相识的读
者，达成共鸣。

诗人还善于把自己在生活
中的独特感受与大众固有的意
象巧妙揉和，把真切的生活情思
溶入真实的生活体验中。 因此，
我们读《南行记》，扑面而来的
都是散发在字里行间对生活的
热爱以及对生命万物的观照，浓
郁而醇厚、温情而关切。 我蛮喜
欢他在《织就行走的窝》一诗中
的独白：“从未下过一片雪的版
纳， 永远/独拥着蔚蓝的天空/
而我日渐消褪的寒冬/在一滴汗
水中幡然醒悟/可变成帆， 也可
变成一条小船/载着我泅渡大海
和星河”。

在这首诗里，诗人二愣充分
地展示了他的文学天赋和诗歌
技巧。他在虔诚地践行自己孤独
的精神之旅的同时，也虔诚地践
行了一个诗人对生命、 对俗世、
对人性、对情感的诗性表达。 毫
不吝赞， 二愣的文笔非常好，充
满着诗意。这种诗意的文笔陪伴
着读者很轻松、很有享受地看下
去，一直看到最后。而且，我始终
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就是，读
他的诗， 仿佛在与智者对话，与
哲人问答，与思想家交流。

里尔克在《布里格随笔》写
道，“为了一首诗， 我们必须观
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
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
鸟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
早晨开放的姿态”。 因此，我在
想，也应该这么想 :每一首好诗
应该是有生命的， 它是会生长
的，它展示自己并与它的读者交
谈。 正如《一枚新叶拍我肩膀》
写的那样：“站在那株茶树下，一
枚新叶/从头顶走下来/拍了拍
我肩膀/便驻入一千七百年的茶
碗。茶香/将千古余温，与我紧紧
地绑在一起”。

的确，二愣的诗，没有过多

的介入、修饰和技巧，拥有的是
足够的善意和易感的诗心。这种
依心而论的风格，极具细微地表
现了诗人观察生活、观察事物的
细腻能力和欣赏审美的水平。从
他的作品中可读出真实的世界、
真实的人性，读出人文、地理、现
实与梦想的交织。 可以这么理
解，《南行记》里所有的书写，更
像是一种回顾，都是他与旅途一
次次深情的遥望，每一行文字都
体现了他对行走、对大地的深刻
情感。

当然，如果从专业读者的角
度来看，《南行记》这一组诗，或
许还不足以撑起 “西双版纳被
誉为 ‘植物王国桂冠上的一颗
绿宝石’的这么一个份量，毕竟
作者不是云南本地人，也非在当
地借居，他只是一个带着诗意旅
行的游客。 因此，我们也无需奢
求作者，像雷平阳那样写出广为
人知又争议很多的诗作 《澜沧
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
条支流》，这也不太现实。 再一
个，《南行记》 作为一组独立且
非常优秀的旅行诗，本身就深具
人文情怀，直抵当代人的现实生
存与灵魂空间。

记录当下的生活，见证俗世
的悲欢， 揭示世道人心的真相，
我想， 这就是二愣诗歌的主旨。
他始终清醒地活在世俗的日常
里，有挣扎，有伤怀，也有悲悯。
总而言之， 他是在自然天地之
间，书写着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内
在真情的诗人楷模。评论家郭培
明说， 文学的生命力来自生活，
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没有长年
的朝夕相处，没有对貌似平常的
生活进行耐心梳理与深度挖掘，
是难以写出接地气、有温度的作
品来的。 对此，我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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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 是精神家园的情感富矿。
故乡，是作家创作的素材富矿。 一个
人无论走得多远， 都不会迷失故乡
的方向。 一位作家即便是著作等身，
也依然会对故乡精神家园的情感富
矿进行深度发掘。 品读王德宝先生
的散文诗作 《对着故乡的方向吟
唱》，我加深了乡情乡恋和乡愁的理
解，亦对散文诗创作的主旨提炼、框
架构筑、 场景还原以及叙事手法等
的认知有了新提升。 倾注真情的朴
实书写， 其实才是散文诗创作的亮
点和特色。

故乡是精神的根系根，是人生的
原点。 故乡的一草一木，都可以寄托
乡愁，都可以触动敏感的神经。 大柏
垭是诗人的故乡，大柏垭的黄葛树是
故乡的“地标”。 如何为自己的故乡
“树碑立传”，《大柏垭》为散文诗创
作提供了范本。独特的地理地貌的自
然呈现， 不仅凸显了故乡的刚直秉
性，而且为情感的抒发做好了妥帖的
铺垫。 拟人拟物的修辞手法，令故乡
的特质更加鲜活灵动。还原故乡旧时
的场景，最难忘的还是“学堂湾里的
朗朗书声”。 无论故乡多么闭塞多么
贫瘠，都不会把“耕读传家久，诗书
继世长”的良训摒弃。 书本不仅能够
治愚，而且还可以“充饥”。黄葛树的
坚守，为人们注入了精神钙质。 即便
食不果腹， 也依然对故乡不离不弃。
心怀对阆山阆水的感恩，即便栉风沐
雨，也依然对学堂湾情有独钟。 求知
是突围，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诗人巧
妙运用白描的手法， 见人见物且见
事， 既发掘了精神家园的情感富矿，
又再次在散文诗里返乡。

走出大柏垭，故乡的范围是不是
也在随之扩大？ 故乡不是传说，故乡
的传说充满着诱惑。 《宝马》的行文
架构突破窠臼，从传说落笔，烘云托
月， 使得故乡更加令游子心驰神往。
探究传说的悬疑， 探索故乡的根源，
在简洁的排比里调动所有的感官，古
诗里的经典场景次第呈现，童年的时
光愈发色彩斑斓。诗情画意的确令人
流连忘返，再美的风景却也无法屏蔽
父母的挂牵。 宝马非马，它是故乡乡
镇的名字， 它是精神家园的血脉传
承。 寻根溯源，生我养我的故乡最难
忘。情感的迸发，亦是主题的升华。可
以形象设喻，可以夸张浪漫，无论走
得再远，故乡的“脐带”也无法斩断。
发掘精神家园的情感富矿，创作的根
系深扎在故乡。

自古阆中多才俊，阆山阆水是我
家？ 山隔水阻， 为孜孜追求画上了

“休止符”？《阆中》不是地理志，《阆
中》是故乡的历史与变迁，《阆中》是
砥砺游子笃行不怠的试金石……物
竞天择，坚忍淳朴的阆中父老乡亲不
屈不挠与命运抗争，开垦土地、浇灌
希望、放飞梦想。仰望“山水擦拭后的
星空”，细数阆中的圣哲先贤，故乡的
文化与文明恢弘璀璨。 正如影子不会
在阳光下遁形那样，所有都朝的分崩
离析、所有猛将的身首异处，都是缘
于人心的涣散，都是因为缺乏众望所
归的向心力和众志成城的凝聚力。
“朱漆，飘飞如雨”，那是游子的愤懑
与感伤？ 爱恨交加，是对故乡最为纠
结的情感。 可以铭记故乡的光环，可
以放下锱铢必较的羁绊，欣然接受先
生的指点， 抬头挺胸开启新的生活。
在抑扬中开启情感闸门，在对比里彰
显睿智哲思。 发掘精神家园的情感富
矿，把所有的纠结“平静地翻过去”，
彼此的心情和前景都会豁然开朗。

内疚与自责，是压垮精神和灵魂
的致命“稻草”。 人在命运面前，真的
无能为力吗？ 散文诗作《金项链》与
莫泊桑的《项链》是否有着千丝万缕
的关联？ “都怪我”， 是无奈还是慨
叹？ 把墙林变成废墟，难道“父亲”锲
而不舍的“折腾”就是希望找到他弄
丢的金项链？ “那条让祖母在庄园里
辉煌了一生的金项链”， 是认祖归宗
的唯一“信物”？“父亲”执拗地掘地
三尺也要找到金项链，哪怕是泪流满
面、胡须变白，也无法抑制他的“癫
狂”。 变卖屋梁也要供“我”上学，是
“父亲”望子成龙的希望与念想。 太
多的铺垫，似乎让这章散文诗略显冗
长，字字句句却都在把一种复杂的情
感酝酿。 金项链是“父亲”的精神支
柱， 金项链是情感富矿的 “酵母”，
“都怪我” 成为了情感闸门的总开
关。 为了缓释情感的压抑，梦境的设
计点亮了渺茫的希望。 发掘精神家园
的情感富矿，无论能否找到弄丢的金
项链，故乡依旧是故乡。

“父亲” 是故乡不可或缺的主
角。 对着故乡的方向吟唱，“父亲”需
要时时在场。 无论家乡的风多么蛮横
张狂，都不能泯灭“父亲”的希望。
《在风里》塑造了“父亲”与命运和
人生抗争的硬汉形象，立体呈现了故
乡的精神特质。 风是具象，风是借代？

其实， 风不过是叙事和抒情的道具，
“父亲”和庄稼才是主体。在风里放飞
纸飞机， 就是在放飞对诗与远方的向
往。在风里侍弄庄稼，既是养家糊口的
需要， 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
诠释。那些拟物拟人的修辞，那些意象
具象的变换， 都是精神家园里情感富
矿的鲜活元素。 风过故乡，“父亲”把
毕生的希望都种在故乡的泥土里。 发
掘精神家园的情感富矿， 故乡的风物
赋予了创作的激情和灵感。

酒，是兴奋剂？酒，是英雄胆？《酒
里的父亲》 给出了答案———“酒是父
亲的情人”“酒是父亲的化妆师”。
酒，是“父亲”的开心果。 举起酒碗，
“父亲”就变得豪气冲天，所有的“蜷
伏在心里的自卑和惭愧就灰飞烟
灭”。 “父亲”喝酒的方式和场景，演
绎的是 “父亲” 真实的人生。 其实，
“父亲”并非嗜酒如命，不喝酒的时候
都在田地里或者集市上讨生活。 诸多
的细节描摹，将读者带入现场，自然而
然产生了共情与共鸣。 “我”在“父
亲”的身旁站得久了，不仅能够闻到
“父亲奔流不竭的汗水里， 有着酒的
芬芳，酒的气息”，而且“也会心动，也
会沉醉”。 篇末既升华了主题，又引发
了联想。 发掘精神家园的情感富矿，
“我”和“父亲”都在故乡，酒里的父
亲可亲可敬。

故乡的夜晚有没有故事？ 《夜
归》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抗拒夜幕的
降临， 无非是在为辛勤劳作的 “父
亲”争取时间。 “一豆摇曳的灯光”，
是“归家的讯号”更是亲情的召唤。
“父亲”从夜色里归来，故乡的家充
盈着爱的温馨和幸福的质感。 粗茶淡
饭更具烟火气息，家人团聚更富天伦
之乐。 饭桌上的话题虽然随情而随
意，但是却离不开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与畅想。《夜归》综合运用了拟人、拟
物、夸张、隐喻和通感等多种修辞手
法，使得读者也成为了夜归场景里的
在场者。 发掘精神家园的情感富矿，
故乡夜归图荡气回肠。

品读王德宝先生的散文诗作《对
着故乡的方向吟唱》， 我和王德宝先
生一起用心用情发掘精神家园的情感
富矿。 品读王德宝先生的散文诗作
《对着故乡的方向吟唱》，我找到了散
文诗创作突破窠臼的努力方向。

发掘精神家园的情感富矿
□ 张 雷

———王德宝散文诗《对着故乡的方向吟唱（组章）》赏读

记忆中， 我对少数民族诗人印
象深刻的有两位， 一位是满族的纳
兰性德。 另一位是藏族的仓央嘉措，
他是莲花冰清一般的佛性诗人，其
意境和文字的表达方式堪称独有和
高妙， 读来让人柔肠百结， 情肝寸
断。 可惜都已作古，毕竟只是隔世的
文字之缘。

中秋前夕，得阎良作协冉主席所
赠， 荐读彝族诗人沙辉先生的诗集
《高于山巅隐于心间》。初见此书，装
帧简朴， 是薄厚适中的一本诗集，但
觉凝聚的心血和智慧及风物当不少，
遂视为宝珠墨玉。兼而非其大凉山地
域和彝族身籍的特点，及非一般诗人
能有的文字意蕴， 当难写出其右之
文，尤其诗境的悠长、诗意诗情的喷
涌和八个章节的构架、 内容更是不
俗，故更看重其诗。

开卷起读时， 我并未看其序跋，
从首篇读起，作者的诗风特点便吸引
了我的心智。诗人要么矗立于高高的
云端，要么站立于远远的彼岸，看尘
世烟火和众生百相，此时，他是另一
方的神灵，看着周围，看着我们，观一
切自在。

他的语言如凉山那一方净土，
无一丝尘埃的掺杂浸染， 你看那看

似平常的文字，没有矫揉造作，没有
忸怩作态，只显它的自然道来。 这也
诠释映照了他的简约而不简单的心
境和性情，以及某种地域的、民族的
文化背景。 因而说，这样的作品是自
然成玉、浑然天成、未经雕琢的原有
风貌的显现。

他的诗篇总有落脚， 给人以恍
然大悟，天光顿开，灵性乍现的豁然
和开阔，淡淡浮香，澹澹如水，呈于
你的眼前，照彻你的眸子，震颤你的
心灵。

我曾与凉山彝人有着特殊的经
历。 记得十年前的夏天我出差到马拉
维的维多利亚湖边， 这里是我们的项
目营地， 项目部有一位优秀的青年员
工，彝族，重庆大学刚毕业，分配到我
们单位一年时间。他中等个头，身形俊
朗，面庞棱角分明，肤色自带着彝族人
受着紫外线照射所留下的天然黝黑，
就如同诗集《高于山巅隐于心间》作
者的形象。 我把他介绍给了我一位挚
友家的女儿， 我打眼一看当是合适的
一对，又甚喜欢他，所以有此撮合。 他
们 QQ聊天，建立了越洋连线。 但由于
强烈的恋家本真思想，他调回了凉山，
就此一段从未谋面的情缘戛然而止。
此去经年，我和他们常有联系，不过双

方都有了美满的婚姻， 筑起了各自幸
福的爱巢， 生活工作在各自父母亲人
的身边，可说是亦无遗憾，一切都是最
好的安排。

所以，我认为我对沙辉这位诗人
的文化背景， 于十年前已感性有知，
且深烙于心，了然于胸。

这次获得并深读彝人沙辉的诗
歌， 我深以为是冥冥中的机缘使然，
也是某种必然。

一位彝族青年诗人，能吟诵写出
这样这么多诗歌， 当是其勤奋所获，
也是其禀赋使然，更是彝族年轻人一
辈受到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恩泽，
受到现代教育的结果。 凉山文化传统
深厚， 沙辉先生一定读过万卷书，行
过万里路，因无此阅历心智的沉淀积
累， 非能奉献如此一部充满智性、心
性和情怀的诗集。

沙辉的诗，字里行间跳动着未泯
的童心，文字扑满了纯情纯真，但内
涵的连缀却是成熟的思考所得、生活
所得。 草读初读而不深耕阅读，他的
诗给人的感觉以为此抑或是一位半
大不小的孩子说出朦胧的人生和梦
想，仿佛处在童稚懵懂和成长困惑之
间，而深读深思，才感悟其情其思和
其妙。 正如他诗集的书名和各个单元
章节的标题：高于什么隐什么，高于
什么矮于什么……，俨然一幅幅蕴含
哲理、写意唯美的画卷，仿佛带着凉
山彝地那方泥土的纯洁气息、生灵的
灵妙气息，沁脾盈肺。

他的作品，诗思接通宇宙，贯古
及今，绵延万里，畅及众神灵大千。 与
大家所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何其
相似，又何其不似。 有思考，有表达
“意图”，又更为具相。

时间的推移如水涌细沙，作者的
文字亦在成长腾跃之中，越往后期作
品看，其文笔愈是美而厚实，其视野
境界演进的更远更幽。 他不是抒情而
是说事析理，自有其文心诗味，道亦
蕴其中。

读后尤觉沙辉老师这部诗集，是
民族大智慧和作者的本真性灵之产
物，可帮我们了解彝人的情怀、风物、
亲情、爱情、人文和历史，于我而言，
它如一枚大昂星照彻祖国西南那边
山水纵横的凡间俗世， 人间滚滚红
尘；它也深深镶嵌在那片土地上生灵
们、众神灵眼眸中，也让我们这些远
在一方的人们领略到它自身和那片
土地以及人文的熠熠光亮、 璀璨光
芒，得知那片热土的人文历史、精神
世界的博大精深。

我一边阅读 《高于山巅隐于心
间》， 一边不由得想象着洪荒依稀的
之前之凉山和如今之凉山，虽地处大
西南，但其经济、文化各方面，现今发
展迅猛，人杰地灵，相得益彰。 这些诗
篇有着这方水土养育， 灵感方可涌
出，而且多呈喷涌喷薄之状，于外界
而言，这些文艺文学，是凉山通向四
面八方的道路和名片。

由于自身农人的经历和心相，我

独爱情钟那黑土地和肤色，所以观其
人，读其诗词，我自有属于我自己的
一种方法和体悟。 阅读中我体悟到，
沙辉先生如《生与死》《孤岛与礁石，
及某人眼中的海》等诗中的文字和情
感，跳跃如峰如谷，如崖如渊，如梢如
根。 还有反意对立的词汇的运用，读
来张力无限，让人的思想宽度无边地
延展。如《孤岛与礁石，及某人眼中的
海》中的海水如血液，从未见谁写得
如此血色浓稠；如其中写到的咆哮与
细语，守候与拒绝，恰如其分，而且错
落有致具备如“等差数列”般的阶梯
之美。 作者想象之妙， 随处可见，比
如，竟然海亦有唇即是海岸，天地宇
宙之唇，太阳是唇印。

其跳跃跌宕穿梭似的语言和思
绪，看似并未空灵，但回环灵动，其复
沓修辞的运用，一唱三叹，似在对神
灵和祖先膜拜、倾诉、祈祷和遥告，其
虔诚其圣洁之情之意似雪落大地，岚
烟披峰，悠悠万古而荡涤宇宙星辰。

品味这本诗集已过月余，也偶从
西安这边微信好友的朋友圈知其万
一。 尤为感慨，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
阅读可以；笔墨之间，潜藏大千世界，
心之大千，世之大千，沙辉老师的诗
就是这样。

□ 贺育锋

于心之大千见沙辉
———读诗集《高于山巅隐于心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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