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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 他在诗歌艺
术的道路上独自摸索了二十来年， 从他出版的
诗集《情人节后的九十九朵玫瑰》《成都语汇》
等，到新近写作的组诗《川中笔记》，贯穿始终
的是诗歌艺术的创新意识。 特别是他的由 190
来首短诗构成的《庚子年手记》，在当下泥沙俱
下的汉语诗歌产出当中， 具有几个引人注目的
特点和诗学启迪意义。

注重意境营造

《庚子年手记》给读者最深刻的感受应该
是它在意境营造上下的功夫了。 黎阳向传统诗
学理论汲取资源，将意境营造贯穿于他的《庚
子年手记》写作中。 他借用传统的意境营造来
表达他对现代社会生活的体验、感受、情绪和思
想， 力图打通中国传统诗学与现代汉语诗歌写
作之间的藩篱，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创作出融
古典与现代为一体的诗学样本。 比如《一声鸟
啼门掩残红》：

日暮苍山火云天，一米行人
匆匆归家晚，地铁轻轨汽车站
车门轻关，彼此无言
朝九晚五很常见 一声鸟啼
铁门虚掩平安
开头一句“日暮苍山火云天”，几个名词并

列，三个意象就将读者带进开阔、苍茫、辽远的
黄昏时分，天上地下相互映衬，境界自出。 “一
米行人”并非实指，指的是归家路上行人三三
两两，同时也是疫情期间对行人恪守本分，严格
遵守社会公共安全的写照。“地铁轻轨汽车站 /
车门轻关，彼此无言 / 朝九晚五很常见”，这是
对现代都市十分常见的情景的描写， 诗意就蕴
含其中。 “一声鸟啼 / 铁门虚掩平安”，“一声
鸟啼”这个意象用在这里尤其显得精彩，用自
然之鸟鸣之有声反衬人与人之间之“无言”，将
自然与人类社会做了一个对比， 作者似乎得到
了安慰，心灵得到了自然的洗礼，于是说“铁门
虚掩平安”，虽然“铁门”这一意象再次让读者
感到了一种冰冷的情绪体验，但结尾的“平安”
一词又挽救了这一消极心理，给人一种温暖、温
馨的诗意体验。 其他如《含笑花，一夕渔樵话》
《画船一笑，采菱人语隔秋烟》《风云惊，天涯
闲坐小窗前》 等， 都是值得细细品读的佳作。
《庚子年手记》 绝大多数诗歌都注重通过意象
营造出极具韵味的意境， 这正是这部作品十分
突出的一个审美特征，也是其创新突破口之一。

善用互文手法

互文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是从修辞手
法角度去理解，就是指互文见义，指的是意思相

关、相对的词句，在意义上彼此渗透，互相补充。
《庚子年手记》里有不少作品就采用了这

种文本对照的互文手法， 不管他自身有没有明
确意识到这一点。 互文手法的运用使《庚子年
手记》中的部分作品含义更加丰富，韵味更加
耐品，诗意更加浓郁。 比如：《客梦回，离人几行
清泪》这首诗歌：

嫩江不远兴安在望
青山嘴下 噜哩河还在流淌
双合之后 孤舟万里再无家
如今了无牵挂 还是牵挂
年少芳华
这个诗歌文本就让我们将它和古典诗词里

面抒写羁旅之愁的作品相联系起来， 这就是一
种互文手法。 具体分析来看，题目《客梦回，离
人几行清泪》，其中“离人几行清泪”就泄露了
这一手法的秘密。 元代马致远的《寿阳曲·潇湘
夜雨》：渔灯暗，客梦回。一声声滴人心碎。孤舟
五更家万里，是离人几行清泪。 文本两相对照，
情感自明。 这种对照使得当前文本的诗意更加
丰富。 这也看出了作者借用古典文学资源来表
达现代生活的努力和创新意识。 “嫩江不远兴
安在望 / 青山嘴下 噜哩河还在流淌”， 几个来
自家乡的意象，看似平常，然而客居他乡之愁已
尽蕴其中矣。 “双合之后 孤舟万里再无家 / 如
今了无牵挂”，“双合”我理解为诗人指的是成
家之后，“孤舟万里再无家”， 这里面的家是指
的故乡之家，因为自己成了一个新家，而万里之
外的旧家当然就如同不存在了，所以说无家，说
“如今了无牵挂”。 语言看似平淡，而情感实际
上却极其悲怆。 “还是牵挂 / 年少芳华”，诗意
延伸到这里有了一个转折和起伏， 本来都了无
牵挂了，但还是牵挂那少年时代的一切。

再如《牛羊自归村巷，童不识》这首诗：
人怕老，长在街上无人找
秋风吹落叶，归根路途少
儿童无相认，少年两边跑
青年不知谁家仔，依稀面容熟
曾在怀中抱
只要对唐诗比较熟悉的都会发现， 这首诗

歌和王维的 《田园乐七首·其四》 形成互文文
本。但是黎阳在这里却反其道而用之，也就是说
他以王维《田园乐七首·其四》之乐来反衬《牛
羊自归村巷，童不识》之愁。 王维的诗歌文本：
萋萋春草秋绿，洛洛长松夏寒。 牛羊自归村巷，
童稚不识衣冠。王维描绘了草木茂盛，树荫凉爽
的乡村画面， 在这样的背景里， 牛羊会自己回
家，无需人去驱赶；小孩子天真无邪，不认识达
官显贵。 这显然是描绘了王维心目中理想的乡
村之景、乡村之乐，总之，表达的是他心目中的
理想生活图景。 而《牛羊自归村巷，童不识》表
达的却是一种久离故乡，一切都陌生了，尴尬中

显哀愁的情感体验。“人怕老，长在街上无人找
/秋风吹落叶，归根路途少”，一开篇就用“人怕
老”奠定了情感基调，接着用秋风、落叶等意象
进行渲染。“儿童无相认，少年两边跑 / 青年不
知谁家仔，依稀面容熟 / 曾在怀中抱”，两边飞
跑的儿童早已不认识了， 但是依稀中又记得曾
经好像还抱过他（她）。语言质朴、平淡，但含义
丰富，表面平静，其实内蕴着情感的波澜。

追求节奏韵律

诗歌原本是“诗”和“歌”一体的综合艺
术，“诗”是用来合“歌”的。简单点说，诗是拿
来唱的。这就决定了诗歌具有音乐性的本质属
性。黎阳试图在他的诗歌创作中重新启用韵律
节奏的诗学传统。 比如《酒一樽，楼台远近不
是根》：

舌一滴，甘露入口五谷稠
吞咽入喉，腹内现春秋
谁问兰陵在何处 杯在手
香烟缭绕 游子几多愁
江水再东流
这同样是一首表达游子思乡的诗歌， 但是

我们看它在节奏韵律上所做的努力。 “稠、喉、
秋、手、游、愁、流”，或在句末，或在句中，都是
押的“ou”韵，读起来十分具有节奏韵律感。

再如《芙蓉谢，怕离别又早离别》：
有情应湿谢庄衣，紧收丝缰
留待行人彩笺诉衷肠
扬鞭甩鐙扬长去
锦官城里花护墙
一路烟尘驿他乡
这是一首表达离别情绪的诗歌。 其中“庄、

缰、肠、扬、长、墙、乡”，押的是极具缠绵感受
的、绵绵悠长的“ang”韵。 整首诗歌充满了极
强的音韵节奏感， 读起来如同耳边响着一曲不
绝于耳的离歌。

还有一种并非通过押韵， 而是借助汉语自
身的特性形成的一种韵律感， 那就是几个名词
的并列，形成一种节奏。这是我国传统诗歌当中
出现频率很高的一种语言手法。 黎阳在《庚子
年手记》中试图恢复这一传统，使之作为表情
达意的一种有效手段。

总之，《庚子年手记》是一种力图将传统融
合于现代， 主要运用但并不仅限于传统手法来
表达现代生活体验的一种尝试。 作者试图在诗
歌创作中恢复某些伟大的诗学传统， 但这不是
一种复古，而是一种扬弃。 更重要的是，这部作
品应该说是作者对当下诗歌创作现状进行反思
的结果，它注重意境、互文、韵律节奏等，在当下
诗歌作品中显得很另类。但是，这却是对当前诗
歌写作的某些现象的一种纠偏。

诗集《东西南北风》所选雨田诗歌，
创作时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延续至
今，横跨三十年，基本上展示了雨田创作
成熟期的诗歌风貌。 可以说，在新诗创作
千奇百怪的网络时代， 各种时髦的理论
和流派甚嚣尘上， 可以发现雨田一直坚
持着抒情诗的创作倾向。 而这一点表明，
雨田不只是在捍卫诗歌吟咏的优良传
统， 尤其重要的是处理新诗长期以来存
在的欧化和口语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弊
端，这是难能可贵的。

当诗坛上盛行着通篇都是象征、隐
喻之类的语言技巧， 而隐藏或缺失了诗
人真实情感的新诗之时， 雨田的诗歌却
从不讳言他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和理解，
他的抒情是充盈而剔透的， 他的每一个
句子都贯穿着他的心灵与世界的密切联
系。

熟悉雨田诗歌的读者都知道雨田以
擅写长诗，更以长句著称，这是雨田在当
代诗歌创作上的一种特色。

诗集《东西南北风》所录 147 首诗，
除《断章：崭山村纪实》《纪实唐家河深
秋》为长诗，其他均为短诗，但均保持了
长句的特点。

在雨田的诗中， 随处可见他对自然
景物精确细致的观察和表现，或者说，他
的抒情诗的美感很大一部分表现在他对
自然和世界万物的书写之上， 这是其优
势之一。 在诗集《东西南北风》中，雨田
将步履所及的山川地理纳入诗歌的写作
视野，从江苏太仓的南园、金仓湖、沙溪
古镇到杭州西湖，鄂尔多斯的响沙湾、乌
兰木伦湖、康巴什大街、成吉思汗陵，云
南个旧的小曼堤、哈尼梯田、老阴山和加
级寨，德令哈的柯鲁可湖，青海的日月山
和塔尔寺，济南的趵突泉等等，这些具有
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的自然世界或人文
世界的出现仿佛印证了诗人广阔的精神
世界的存在， 诗人并未因为与这些他乡
的陌生事物偶尔相遇产生一种疏离和隔
阂， 而是非常自然地将它们转化为自我
精神实现的一种路径。 可以这么说，雨田
诗歌里的山川地理是作为实现诗人生命
意志和力量而显现的， 具有鲜明的个性
和创造性。

在诗集《东西南北风》中，频频出现
“疼痛”“刺痛”“伤痛”这样的词。 在第
一辑“山水秋色”所选的 29 首诗中，表
现痛感的诗句比比皆是：《断章： 崭山村
纪实》中有“有时候一种卑微，隐忍和疼
痛一起涌上心头”“它们各自的吸引力
也许是满含疼痛”；《秋雨中的南园》中
有 “秋雨中的寂静与凄美让我深感疼
痛”；《秋之诗》中有“我曾经的疼痛里
驻扎着沉默的灵魂”；《没有月亮的中秋
之夜》中有“而谁又在我疼痛的伤口洒
上了一把盐”；《樵夫与耕者的画屏》中
有“谁正用人的良知唤醒时间深处的疼
与爱”；《亭子口水祭》中有“西洋飘落
在路上， 你的透明刺痛了我的尊严”；
《加级寨》中有“难道是彝族妹子罗岚的
微笑加重我内心的痛”；《柯鲁可湖》中
有“一种难以治愈的疼痛，像搁浅的沉船
无言无语”；《纪实唐家河深秋》 中有
“不知为什么我躁动的心要去刺痛漫长
的河道”“我不会带着绝望去猜想那些
疼痛的身躯”。 《东西南北风》除了第三
辑“别把哀伤留在五月”有几首诗涉及
到汶川地震灾区， 其余的诗基本上都是
在书写日常生活和事物。

我们发现， 诗人的抒情从独白式演
变成了复调式。 雨田的抒情诗通常不只
有一种抒情基调， 而像是多声部的音乐
演奏，我们阅读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众声
喧哗”的繁复和变化。 “复调”也叫“多
声部”，本为音乐术语。 前苏联学者巴赫
金以此创设“复调小说”概念来概括陀
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 以区别
已经定型的独白型的欧洲小说模式。 在
此我们借用来诠释雨田诗歌的复调抒情
现象。 雨田的抒情诗很多都是复调式的
抒情，著名的长诗《麦地》就是复调式抒
情的典范之作，不仅是长诗，雨田的短诗
也具有复调式抒情的特征。现从诗集《东
西南北风》中摘选一首《乌兰木伦湖》进
行文本细读：

我从遥远的巴蜀来看你 也许我的
自由多么苍白无力

但我记得你 在鄂尔多斯比沙漠 、
骆驼和战马还要恒久

今日 我带着荣耀在这里漫步 秋
风弥漫着光芒

与其说你的宁静 不如说你的存在
就是风景

我凝视着种种忧伤更为幽深的一棵
枯树时

归来的群雁呱呱地叫着 声音悲凉
而我觉得亲切

独白式的抒情诗通常会以诗人的某
种显性的、 强势的情感或判断来统摄整
首诗描写或叙述的事物的语意方向，比
如感叹、骄傲、欣喜或悲凉、亲切，但这首
诗通过抒情呈现的情感主体并非只有诗
人自己，而是有诗人、乌兰木伦湖、枯树、
群鸦，甚至还有鄂尔多斯、沙漠、骆驼、战
马、秋风。 换成是独白式的抒情诗，诗人
的情感和意志一定是诗歌的主宰者，诗
中的事物自然成了诗人意识和情感过滤
筛选过的景物， 它们全都为诗人的情感
意志存在而存在， 这样的抒情诗因为单
纯而统一，但也会因为单一而贫乏。

“我从遥远的巴蜀来看你 也许我的
自由多么苍白无力” 第一句张扬的是诗
人作为游客和旅行者置身于广袤荒远的
鄂尔多斯的自卑感， 承认了人的个体生
命在自然世界的渺小。 带着游客的谦逊，
诗人把乌兰木伦湖推上焦点的位置 “但
我记得你 在鄂尔多斯比沙漠、骆驼和战
马还要恒久”，从时间的角度，乌兰木伦
湖显现出另一种独特的生命品质， 这是
诗人匮乏的，也是整个人类匮乏的。 接下
来， 诗人显现了自己的生命品质 “今日
我带着荣耀在这里漫步 秋风弥漫着光
芒”，作为人，相对于大自然最可贵的存
在就是生命拥有一种活动的自由， 这是
诗人为了显示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而产
生的一种自尊反应。 诗人的荣耀是什么？
也许是在时间和空间双重尺度上显得渺
小但仍然因为拥有行动的自由而有一种
荣耀， 也许是因为拥有书写世界的能力
而拥有另一种荣耀。 更进一步，诗人再次
聚焦于乌兰木伦湖的生命品质，“与其说
你的宁静 不如说你的存在就是风景”，
乌兰木伦湖的宁静仅仅是游客的一种肤
浅的感受， 但乌兰木伦湖的存在从物质
的角度对于沙漠、骆驼、战马甚至诗人是
一种供养关系， 这种供养关系改变了乌
兰木伦湖与周围事物特别是与众多生命
的关系，显然，风景不是一种物质状态的
存在而是一种精神状态的存在。“我凝视
着种种忧伤更为幽深的一棵枯树时 归
来的群雁呱呱地叫着 声音悲凉 而我觉
得亲切”诗人调近了乌兰木伦湖的焦距，
枯树和群鸦从微小的时间和空间单位里
涌现， 作为乌兰木伦湖畔当下存在的渺
小的生命， 它们自身携带着的忧伤和悲
凉已经命中注定， 诗人似乎更愿意尊重
这种自然的安排，因此，诗人出人意料而
又符合情理地说“我觉得亲切”。

《乌兰木伦湖》这么短短的一首诗
却仿佛上演了一支多声部的乐曲， 从表
面上看，这首诗无主题，无中心，充满了
矛盾之感， 在众声喧哗中有着不相协调
的嘈杂，但事实上，作品中多个主体有多
种情感， 它们围绕着生命存在的话题而
显现情感无异于举行一场圆桌会议相互
对话，开展一场辩驳，从而最终呈现出生
命存在的复杂性和本质性。 在雨田笔下，
万物皆有意志，万物皆有情感。 在鄂尔多
斯这个巨大的空间， 诗人与周围的事物
之间构成平等并列的主体关系， 各有存
在的意志和自由，各是一种生命状态，诗
人和周围事物相互注视， 而诗人的写作
带着极大的礼让和敬意， 他并不以自身
的喜怒哀乐统治和压制周围的事物。

总之，雨田的诗集《东西南北风》充
分体现了诗人在诗歌创作成熟期的强大
实力和成就， 在新诗创作硕果累累的今
天， 这部诗集对新诗创作的贡献一定会
引起更多诗歌评论家的关注， 让我们对
新诗创作保持足够的敬畏之心和更加美
好的期待。

□

彭
成
刚

︱
︱︱
读
雨
田
新
版
诗
集
︽
东
西
南
北
风
︾

□ 马迎春

古典与现代融合的诗学样
———评黎阳组诗系列《庚子年手记》

人类的故土情结与生俱来，有故土才有故
乡、故人，才有离愁别绪，无论多大年纪的人都
是故乡的孩子。 人对故乡的情感复杂而沉重，
三言两语难以表达， 但终归就是一个爱字，如
果要统计因乡愁引发的文艺作品，那一定数量
惊人。

故乡随时间而变迁， 尤其是改革开放、城
市化进程加快以来，小镇变成了小城，小城变
成了大城， 不仅让归来者感到意外，“找不着
北”，久居故乡的人同样也会生出陌生之感。 变
迁中的故乡，楼房高了，街道宽了，公园多了……
总之，和心向往之的美好生活越来越近。 人们
在为故乡巨变惊喜的同时，也会因旧貌消失带
来些许落寞，新旧杂陈之间，故乡与人都在时
代的发展中行进着、矛盾着、思考着。

双流作家李文旭是个有心人，他用数年时
间写下近百篇乡情散文，从方方面面记录了故
乡与人在时代变迁中的“行进、矛盾和思考”，
作品相继在报刊发表后， 不仅获得较大反响，
还引起了双流社区教育学院的注意，这些文章
如结集出版，不正是一本活生生“认识双流，
爱我家乡” 的乡土教材？李文旭正好也有出书
的念头， 他整理精选出 43 篇文章送四川民族
出版社，书名《白河船歌》。 前不久，笔者有幸
获赠此书，也有了机会对第二故乡双流做一次
比较彻底的了解。

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笔者到双流出差，觉
得此地啥都好，就是差一条河流。当地人说，双
流西门上有条白河， 但离主城区有几里远，若
是流经县城，那就不一样了。没想到，当年的闲
聊果真成了双流城市建设的发力点。2013年再
到双流时，白河不仅引进了城，还按照城市规

划派生出八大主题公园。 进城后的白河直直
地从北往南，在牧马山脚下归入杨柳河，中间
往两侧生出支流，从地图上看，像一个大大的
十字。 白河的引入，给双流的城市格局带来了
根本的变化， 也让双流人的生活品质上了新
的台阶。 在李文旭的文集中，对白河入城的欣
喜自然按捺不住，直接涉及白河的文章就有 6
篇。 作为作家，他有必要“管”得更宽一些。
《寻找白河》 的理由十分充分，“如果没有白
河，双流人津津乐道的五湖四海就无从谈起。
晨跑的人，放风筝的孩子，黄昏中悠闲的脚步
……都会失去方向。 八千五百亩的城市公园
会一下子被抽去脊髓而枯萎。 城市的血脉将
被重新堵塞， 像一个武林高手被堵住任督二
脉。 白河，是双流的魂和韵，不能没有。 ”为了
探访白河源头，他骑单车溯流而上，沿途采访
知情人，不但找到了白河源头龙池寺，还找到
了白河在杨柳河的归流处陶家渡。 甚至还确
定了白河流经双流城区的中心点———双流规
建局， 往上 9.4 公里， 往下 9.3 公里。 这份用
心，非挚爱不能。

“春日里，你带着远方的朋友，走在风翔
湖畔。白云倒映在水中，画眉在柳叶间鸣叫，白
鹭的影子从水面轻轻划过，风筝像鲜花开在蓝
天里。 你会想到什么? 你缓缓念出那句唐诗: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
（《寻找白河》）。 白河给双流人带来了惬意，
带来了浪漫，却不能不珍惜。在《白河船歌》一
文中，李文旭讲述了在白河上开净水船的老张
的故事，让人们知道了爱护环境的重要性。 以
白河为主线，李文旭还为我们介绍了在白河公
园吹萨克斯的两位老人（《金色的萨克斯》）；

白河岸边捡蘑菇、挖野菜、取桃胶的趣事（《白
河拾零》）； 来自安徽皖北的以车为家的一群
“补漏人”，等等。 这类文章在白河莺飞草长的
背景中，融入时代风潮、人生况味，显得自然厚
实、生动有趣，代入感极强。 其中，《天上的风
景》是呈现双流新貌的佳作之一，反映了空港
之城双流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 依托 “看飞
机”的天上资源，打造空港花田，帮助农民增
收致富、转化为新市民这一宏大主题。

双流古称广都， 西汉时就设置了广都县，
历史文化丰富多彩，遗址遗迹遍布全境，李文
旭对此进行了感受式的书写，这类文章构成了
文集的另一主线。 四川产盐，但很少有人知道
四川第一口盐井遗址就在双流牧马山（《广都
盐井》）；一挖一个新闻的彭山江口沉银，没想
到与双流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江口沉银遗
址捞出一个“双流”》）；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
堰闻名世界，但一个和尚牵头修建的“小都江
堰”却鲜为人知（《一个人的“都江堰”———大
朗堰探秘》）； 还有诸葛亮在双流的旧居及屯
兵牧马之地踏勘 （《滚滚长江东逝水 广都大
地寻三国》）等等，这些文章题材抓人，可读性
强，关注度高，集中读来颇为震撼。 为了最大限
度地接近真相，这些年来，李文旭买书籍、跑图
书馆不说，还对关涉之地实地考察，积累了大
量的采访文图。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一些双流民俗、旧景
介绍和作者少时乡村生活的文章，对当今都市
人来说，算得上一份额外的备忘。《白河船歌》
是李文旭一本力气之作，功夫之作，其中蕴含
着他的故土深情和创作智慧，值得每个双流人
一读。

故乡，从一条河的鳞浪开始
———读李文旭散文集《白河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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