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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是驳杂、丰富的，将世界的无
限多样性以文学的名义最大努力地表达出
来，对作家既是一种责任、义务，也是巨大考
验。《一诺千金》描写的是现代社会复杂曲折
敏感的企业改制历程和人与人之间有关利
益与非利益的尖锐矛盾冲突，其间有美酒咖
啡莺莺燕语，也有图穷匕见剑拔弩张。企业
经理、政府官员、富家公子小姐……各色人
等纷纷登场，在企业改制的现实背景下隐藏
着错综复杂的人际争斗、利益分配和情感纠
缠。作品人物众多，事件繁杂，出诺必践是其
诉求的核心，恋人间、夫妻间、商务间、父女
间、情人间、上下级间的所有口头或书面约
定，建立在所有利益之上或超越利益关系的

“一诺千金”让凡俗的生活得以精神的提升。
《一诺千金》安排了两组故事结构：一组

是围绕佳华化工厂与中奇化工集团合作、重
组、整合、兼并而呈现的企业风云录，一组是
回放在肖剑、杨晋、陈科特等周围的女人们
的精彩或不精彩的故事片段。从表层上，《一
诺千金》是写工业改革的，但其实是在写人、
写人性、写人性精神。作家张洪兴摒弃了题
材原本内涵上的束缚，找寻到适合当下工业
与人的美学视角，将企业改制回归到现代人
的生存背景，彰显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
希望与价值追求，小说把对美的人性、美的
道德、美的生命的浪漫追求与在现实、历史、
社会中的冲突，执著地张扬起来，形成一种
抗衡的力量，这种精神的对抗在小说中形成
了一种无形的张力，无限地弥漫于作品的字
里行间。

小说的核心故事是围绕佳华化工厂改
制形成的矛盾关系展开的。苗熙作为厂长，
当然地成为整个事件的漩涡。他是东海市化
工界的领军人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深
入，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工厂生产形
势日趋严峻，产销两滞，人心思动，钛白分厂
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资，连退休老厂长都参
与上访，烦恼事情一个挨一个。他是一个国
企老总，但更像一个消防队长，他的很大部
分精力不是在抓生产，而是在协调关系，可
恰恰就是人际处理上的失慎给他带来了一
系列麻烦。他得处理副市长小舅子公司的贷

款担保，处理经委副主任老婆旧奥迪顶账的
要求，他搞厂级副职和中层干部调整，让政
敌陈科特副厂长等下课，得罪了一大帮人，
老婆摔伤，女儿出走，他内外交困，四面楚
歌，一张 300万的借条丢失和税务局查账将
他送进了“双规”的大门。尽管他因前妻杨钰
一封交给纪委的信解除“双规”，但这时读者
看到的却已经是一个苍老的苗熙：他失忆的
女儿、行将死亡的前妻……在读者的视界里
他基本就是一个失败者，夫妻、父女、情侣、
上下级，展示的大多是他走背字的情形，但
处在两种体制的结合部，他为企业而战不得
全身而退则又是可敬的，他为履行对工人的
承诺，结局壮怀激烈，令人深思，但的确显示
了一个时代某种人生的多面与复杂。他有苦
恼，有困惑，有牢骚甚至愤怒，面对人生的脆
弱和无常，面对功败垂成的痛心与无助，他
流过泪；面对无义的压制、刁难，他仍有九死
不悔的追求与无私的奉献，这是小说给予他
的性格特点和精神表征。苗熙身上体现着素
朴而平静的对企业对职工的诚挚与爱怜，所
以博大而深沉，强烈而痴迷，在他充满艰辛
的人生中，精神得以高扬。

张洪兴对无边的现实抱有敬畏之心，以
工匠般朴实的技艺描绘现实的风云际会，他
以一种世事洞明的眼光重新打量周边的现
实，深厚的基层生活体验和领导机关的职场
阅历，使他烛照现实的视域变得更加质朴明
朗，直面现实精神，以自己滤色的法眼观照
现实境遇中的隐蔽角落——那些正渐行渐
远的已然陌生的人性之光。

肖剑是作家颇用心力对付的主角，围绕
他展开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人生故事。他原
为杨钰当家的嘉谊公司副总，后自立门户成
为中奇集团掌门。他对自己的事业有着职业
的忠诚，在与佳华的漫长合作中，我们看到

了作为一个精明的经营者的耐性、智性、韧
性，看到了他的热诚、深沉、勇毅、胆识，看到
了他那颗良心犹存的赤心。在肖剑身上，恰
好完整地体现了作家的叙事构想：人生奋斗
的价值求取与轰轰烈烈的爱恨情怨。

肖剑钟爱自己的化工事业，经营着自己
理想的产业从小到大，为获取技术资料，他
也会使用不能见光的手段去实现，并许以当
事人重金。他以民营资本的地位和身家打望
着国有大型企业的去向，随时准备着扩编自
己的队伍，在合法的前提下，他步步为营，以
守为攻，有条不紊地实施自己合并对手的计
划，他与佳华钛白的合作即为显证。他具备
百折不挠的从业精神与企业家冷静大气的
素质，使他在事业发展中蹚开了一条令人羡
慕的坦途，他能够将对手变朋友，以诚感人，
但绝不以原则作交易。正因如此，才使既因
老婆又因女儿再因同行对其恨之入骨的苗
熙尊重他，最终和解并组成一体。小说在刻
画他强烈进取意识和时代感的同时，还写了
其他一些相关的人物，加以比对，如：野心勃
勃的陈科特、玩权弄谋的吴明东，城府深通
的李肖光、阴险歹毒的李锐……这些人物身
上有着时代不可避免的浮躁、盲目、势力、庸
俗、贪婪、龌龊，与之相反，作家塑造的肖剑
这个少有的真正优秀的复合型男人，他几乎
集中了世纪之交物化人群的所有精神特征，
在疲软的时代，只有肖剑身上那种旺盛的活
力和斗志才能唤回业已丧失的希望。作品还
写了李通天、段金福、刘颜枫、乔应龙等肖剑
的铁杆同事，个个非同小可，人人握珠怀玉、
龙争虎斗、腾挪变化，即使像杨晋这种最不
中用的，也保不准什么时候做出一手绝活
来，让人咋舌惊叹。换句话说，他们都不是为
一碗饭、一勺汤而挣扎，而都有一种宏大的
志向，都有一种对事业奇异的追求嗜好，都

有一股掩饰不住的生命之光，它可能黯淡一
时，却不会长久埋没。

如果说肖剑在自己钟爱的事业上鸿运
当头如日中天的话，那么他在个人生活中却
曾一塌糊涂甚至狼狈不堪。他与几个女人的
恋情激发了自己的生命活力又差点因为自
己的过失而断送一生。他先后与刘莹、苗红、
李肖肖、扈梅有过生死缠绵惊心动魄的爱
恋，还与主帅杨钰暗递秋波。肖剑在这些女
人眼中是男人中的佼佼者。他的经历和阅
历、能力和智慧、学识和风度，以及雅俗兼备
的品位与情调，使之具有成年男性少有的独
特魅力。然而，当他发现自己是艾滋病毒携
带者的时候，一切便天塌地陷，进退两难。他
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立即中断同现任女
友李肖肖的接触，将实情告诉苗红之母刘
莹，结果遭到一顿臭骂，绞尽脑汁千方百计
寻找扈梅。其间，发生了太多与之有关的事
情：杨钰托孤、刘莹摔伤、苗红自杀及失忆、
李肖肖痛责并移情、扈梅神出鬼没……这些
女人们一开始根本不相信他携毒的“鬼话”，
还把他骂得狗血喷头，骂他是白眼狼、流氓、
骗子，他只有硬着心肠把悲伤留给自己。他
别出心裁地找了一个什么都不做的影子保
姆李翩翩假扮自己的女友，却与之秋毫无
犯。可以说，他除了上班，就是在找这几个女
性做解释做忏悔。很有意思，除了苗红感染
外其他人都无恙，扈梅拿错化验结果自杀被
救，有惊无险。苗红是当初得知肖剑与自己
母亲交好过才立马断绝二人来往的，惊悉自
己感染“艾滋”痛不欲生，出走他乡，受尽磨
难，几度差点丧命。饱经周折，二人的情爱炽
烈如初。事件是偶然的，但牵涉面却非常大，
有的可以马虎过去，有的却人命关天。爱得
愈讲究愈精致，设想越深刻越细腻，所造成
的伤害和痛苦也就越严重。《一诺千金》的主
题在肖剑和苗红的爱情绝唱中得到了最优
雅的诠释。

《一诺千金》向我们展示的是，当许多作
家热衷于热火朝天的现实情景时，张洪兴则
逐渐沉入自己内心之中，与人们熟悉的那些
东西保持着理想的距离，倾向于人性精神的
文学体验，惯看风起云涌，大美至善。

收进《石英散文新作选》的85篇散文，是
作家石英近几年发表的散文作品的一部分，
按照内容分为《文史探幽》《昨日烟云》《乡风
亲情》《神州纪胜》《域外履踪》《心弦漫弹》等
6辑。编选精心，时空博大，内涵丰厚，写出了
散文的深度和难度，是这部25万字选集给我
最突出的印象。

在石英近70部作品中，散文集占了大部
分。几十年来，他和散文结下了不解之缘，编
辑散文、研讨散文、创作散文是他整个文学活
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不是那种坐井观天、思
想僵化、杯水微澜式的散文家，也不是那种不
辨南北、跟风模仿，只会照搬式的写手。他始
终坚守崇高的人生追求，坚持现实主义的创
作方法，把散文创作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社会主义文艺之中，让散文因理想而
升华，让理想因散文而多彩。他始终秉持高度
的社会责任，弘扬社会正气，传播先进文化，
用准确、鲜明、生动的散文作品传递社会正能
量，不仅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宝
贵的思想启迪。这是他的散文之所以写出了
深度和新意的关键所在。一部好的散文选集
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起
统帅作用的因素是思想内容。如果没有“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范仲
淹的《岳阳楼记》是不会千古传颂、家喻户晓
的。石英注重选择社会价值大的题材内容，深
入开掘，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使作品的艺术形象震撼人心。如

《无法弥补的遗憾》，写他在 1966 年春天突然接到姐姐发来的
“父病重速归”的电报后，赶忙到闹市“买了一盒桂顺斋老字号的
精八件糕点和据说是其性柔和的恒大烟一条”。他带上这两宗在

“文革”前不失为“稀罕之物”的东西，“怀着一种还愿的心情”急
急赶回家，看望病危父亲的故事。他对这段生活的再现，是融合
在主观感情与主观体验中间的，让人分不出哪是叙事，哪是抒
情，完全沉浸在浑然一体的真情实感的情节和细节之中。这种艺
术形象是多义性的，言简意赅的，是大于思想性表述的，带给人
许多回味和联想。

石英在散文深度上的追求还体现在对历史题材的开掘上。
努力写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自己的思索，让人回到那段历史的
同时，重新辨识事物的真相，阅读他的发现和独特感受。如《再读
袁崇焕》，写的是公元1629年（明崇祯二年），民族英雄袁崇焕惨
遭诬陷被分尸的令人发指的事件。由于多疑猜忌的崇祯皇帝中
了后金皇太极的反间计，暴怒之下，不由分说，抗敌英雄袁崇焕
竟因“谋反”之罪遭受到严厉的惩处。“更可叹的是，当时京师的
许多以‘圣命’为准绳的愚昧臣民，面对至冤至残的抗敌英雄，不
仅没有表现出起码的同情，反而大呼小叫争抢向前，以钱币换得
一小块袁将军之肉啖之为解气之举。如此看来，所谓‘公愤’有时
也可能被人诱奸；所谓的‘轻信’还是因为宣布罪状的是金口玉
言的至尊皇上。”谁说人的命运是公平的？那种喋喋不休的妙论，
无非是教人空等善有善报的转机。其实，如果不是百年后，清乾
隆朝侥幸揭秘，袁大将军的冤案不永沉海底才怪！至于乾隆朝为
什么要揭密，是由于爱新觉罗·弘历“天子圣明”，还是出于对先
皇高超谋略的炫耀？还真不好说。”无论是叙事还是议论，他的思
维和笔触都是相当到位的，我不仅被事件抓住，还被他的认识所
震撼。读到这篇散文使我想到，此类冤案和民众的愚昧在明代以
后为什么没有绝迹？泱泱华夏，国民到底缺少了什么？等等。这种
真知灼见的反思性历史散文，还有《朱元璋新说》《水浒传新说》

《过洪秀全故居随想》《沉思于太平天国诸王府》《风雪中穿行在
西伯利亚》《泰晤士河畔冷雨》等，都从不同的时空和侧面，给了
我阅读的收获和沉思。

说《石英散文新作选》写出了散文的难度，是指其中的大部
分作品不是人人都可为的，既包括思想内容，也包括写作方法，
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这里主要说说后者。石英的“新作选”表明，
他写得很有讲究。从采撷角度来说，他注重另辟蹊径，力求出新。
如《闽西风水》，是《昨日烟云》中的一篇。他从“风水”的角度写革
命圣地，既是新意也是突破。革命圣地也讲“风水”吗？回答是肯
定的。这就让我有了极大的阅读兴趣，而且读了几遍，石英在革
命老区龙岩、上杭，不仅“补上了生动而具体的一课”，看到了“当
年发生著名战斗的战场”，而且在古田发现了“风水”。“我这里所
感受到的‘风水’，不是那种被赋予迷信色彩的概念，而是一种心
境与环境相匹配相融合的转意。风：风尚，风气；水：山水环境之
谓也。具体到这里的‘风’，当然是正风正气，这里的‘水’，当然是
活水的源头，不腐之水。古田会议旧址在此，看来是一种巧合，实
质是一种真实的感觉，所谓‘真实’，这里实在是一片好山好水；
所谓‘感觉’，伟大的精神象征居佳山秀水之间，正是相得益彰，
不刻意选择的理想选择。”他在这里得到“双重的收益”：“视角与
心灵交汇涌流，历史与今天相向对接”，他的这种发现和升华，就
使得闽西老区的革命斗争历史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
展，有了非同一般的一脉相承和人文渊源，由此引发的时空联想
和因果哲意远远超出文本自身。

从语言风格来说，他注重质朴中有意蕴，明彻里讲含蓄，大
气而不粗疏，思辨而不啰唆，达到了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境界。
他的创新是建立在深度开掘和深情表述基础上的，这就使得他
的语言不会与人雷同，有一种个性的标记。我认为，一个好的散
文家一定要有自己的语言方式，能够准确、灵活地表达自己的感
受和思维。这种语言方式是在创作和学习中建立起来的一种语
言表达体系，对于自己，既是得心应手的，又是有广阔发展空间
的；对于读者，既是富有魅力的，又是直通心灵的。我之所以爱读
石英的散文，原因之一是它的语言美学特征吸引了我。

欲望时代的人性之谜
——评张洪兴长篇小说《一诺千金》 □张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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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九真名杨佑田，煤矿工人出身，性格粗豪，
自幼酷爱文学，喜欢创新，文章大多剑走偏锋，并
对现代派文学作品，特别是对卡夫卡的研究，足
可称得上“专家”。且在上大学之前，他早有文
名——了解了这些，那么他的这篇《卖书记》为
什么写得这么好，就不足为奇了。缘于种种原
因，老九毕业后虽淡出文坛，但一颗文心非但没
有淡然，反而越来越赤诚热烈。老九刻苦、认
真、执著，且腹有诗书，自省、自信甚至自傲，
这种性格脾气我喜欢，跟我有相仿的地方。在外人
看来，这也许是一种纯粹的坐井观天式的盲目的
自高自大，但却是作家们应具的一种心理品性。读

《卖书记》，我有三点体会。
其一是写法别致。这篇散文表面上好像是一

篇叙事散文，实则是一篇纯粹的抒情散文。作者明
写一个卖书的整个过程，暗写的却是作者文心被

“出卖”或自己把精神向度“卖”给世俗的一种
痛苦的心理历程。即作者寓抒情于叙事，以轻松
写沉重，将这种情感以讲故事的方式出之，将这
种沉重以口吻轻松的方式出之。因此文中没有抒
情语式，没有惊叹语，没有祈使句，有的只是客
观冷静详尽的叙述，有的只是文字的刺痛感。难道
我们仅是“卖书”这么困难吗？“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种独特别致的写作方法，再加上下述两点，使这
种形而下的经验陈述具备了形而上的超验立意或

“意义”。
其二是注重细节的援用。如果说上述的“讲故

事”方式首先能抓住读者的阅读兴致的话，那么，
细节的运用更增强了这篇散文的艺术震撼力。比
如：开始决定卖书时，“我马上开始认真挑拣，该卖
的码一堆，不该卖的码另一堆。然而，在我看来都
不该卖。于是，反反复复，从该卖的那堆再拿到不
该卖的这堆，后来，不该卖的这堆反而越来越大，
该卖的那堆却越来越小……”这个细节极其细腻
地表达了作者卖书时“不得不如此”的那种无奈、
矛盾和痛苦的心绪。再比如：当作者看到收破烂的
小贩“野蛮装卸”，从楼上踹书，书从楼上滚下来
时，心疼地说：“这是书啊，怎么能用脚踹呢？应该

这样抱着送下去！”说完，他从3楼到楼下，完美地示范了一次，但收
破烂的小贩哪能理解一个读书人此时此刻的心痛呢。再比如：当收书
小贩的秤钩子钩进编织袋子时，作者这样写：“许多年以后，我一见圆
形锋利闪闪发光的铁钩子，定会敏感和恐惧。这种敏感和恐惧，就来
源于那个卖书的下午。”最后作者干脆不让他们再过秤了，是他不忍
再看那些书，不，是心被刺痛的惨烈啊。还有夫妻在哭，楼下却传来孩
子的歌声和欢快的狗吠。于是，哭都不敢大声了，等等。有无“细节意
识”，会不会援引细节，是一个散文家成熟、高明与否的重要标志，老
九的细节用得巧妙。

其三是老九的语言与叙述有新意。这种新意的出现，无疑得益于
老九长年累月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的研读、会意与追求，并在此
基础上企图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和叙述风貌。比如：“隐藏泪水最好
的地方是心灵。隐藏泪水最好的武器是时间”；比如：“啪啪啪，铁钩子
像钩在了我的肋骨、我的臂膀、我的手臂上，我听见书们在喊疼，在挣
扎，在躲闪，我觉得我的身体多处在流血，创口深及骨头，内里浅红的
肉已翻卷外露，宛如一朵朵盛开的娇艳玫瑰。”显然用的是通感；再比
如：文中几次出现“许多年以后……”这样的句式，显然是对拉美小说
的借鉴。老九向来不满当今散文由来已久形成的那种模式化语言，在
写作上喜欢追新求奇，重复（重复别人重复自己）是他的敌人；在写作
风格上喜欢摧枯拉朽、携风带雨、痛快淋漓，最厌恶四平八稳、暮气沉
沉——他的这篇散文自始至终氤氲、张扬、充溢着的就是这种精神，
虽然他做得还不够尽善尽美。

《卖书记》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浓缩折射了在这个物质对于精神
的强行挤压、世俗战胜了理想、电子阅读日益替代纸质书籍的时代，
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的纠结、困惑与痛苦。文章最后写道，8000册书
卖完后，妻子上街买了猪头肉和酒，“居然还有酒，是衡水老白干
比较便宜的那种，还买了三盒烟，我和妻喝得猛烈而快捷”。喝到
最后，“我们就流泪了，就互相用毛巾给对方擦泪 （那时买不起纸
抽，觉得奢华）。”“许多年后，当我儿子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
我们一家三口谈到了 2001年深秋那天卖书的往事。儿子与妻子对
视几眼，笑曰，爸，你当时在家过道堆成的书山，我妈早让我悄悄
地卖开了，今天多少本，明天多少本，啥该卖不该卖的，你哪知道
实情啊！”“于是，我们一家三口就嬉笑，就坏笑，就大笑。然而，笑过
之后，我觉得我们的笑声空洞无味，黑色幽默。”快结尾了，老九还接
连砸下重锤，让我们感知变数、感知沉痛、感知无奈……如此的语言、
如此的叙述很提神很新意很多义且俯拾即是，它们像一盏盏明灯，照
亮了整篇《卖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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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散文奖是中国散文学会的最高散文奖项。该奖是根据中国散文学会
名誉会长、作家冰心先生生前遗愿并捐资于2000年设立的，每两年评选一次，
旨在表彰和提携中青年散文作家以及对中国散文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作家、
理论家、散文编辑和社会相关人士。

第六届评奖由中国散文学会主办，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山东省散文学会
协办，济南市历下区委宣传部、历下区作家协会承办。本届评奖征稿范围为
2012年到2013年在中国大陆正式公开出版发表的散文单篇作品、散文集、散
文理论作品（理论集和单篇作品），包括2012年到2013年公开发表出版的散文
诗集和散文诗单篇作品以及赋体文学。此外，2013年在《中国散文报》上发表
的散文和散文理论文章也在评选之列。奖项拟设单篇散文奖15篇，提名5篇；
散文集 15部，提名 5部；散文理论 5部（篇）。2013年 10月到 2014年 3月 31日
为征集作品时间。2014年 4月组织评奖。2014年 5月在济南颁奖。报名办法既
可以由个人直接报送，也可由报刊社、出版社、省级散文学会和作家协会推荐。
要求：单篇作品原件一份，复印件5份；散文集5部。凡参评作者均需写明个人
基本简历、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以便核实查阅。凡获奖作者均颁发获奖证书
和奖金，获奖作品将结集出版。

邮寄地址：北京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B座208室中国散
文学会冰心散文奖办公室，邮编：100029。

联系人：张立华、董彩峰 联系电话：（010）84647781，84631691

我与李发模相熟久矣，自然，过去的许多年是神交。
发模的声名鹊起，源自他那享誉诗坛几十载的成名作

《呼声》。近年见到发模，我蓦然发现，当年那个“愤怒的
青年”，已是耳顺之年的“老者”，一路行来，阅尽沧桑，自
然，其文字乃至于行止，早已褪尽往昔的青涩，有的是沉
潜与睿智。与其叙谈，读其诗作，我感觉到了发模的变
化，他的言谈和文字里，少了当年激烈而豪放的“呼声”，
多了眼下温和而讽喻的慨叹。这是变，又是不变。变的是
行文遣词的柔和，不变的是骨子里对这个世界的针砭与
企盼——而这，正是发模几十年一以贯之、从未改变的
那颗心。

这么说，或许不足为凭，那么，他的新作《这个世界
与我》就是最好的佐证。

从骤得诗名走到今天，李发模眼看着这个世界在一
天天地变化，变得令他有些困惑、迷茫，甚至连他自己都
在随波逐流地变。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不好说。还是看看
他笔下的自白吧：“人生谁不曾掺假，谁不曾演戏/有道：

‘老马识途’。沿途回忆/是历史，也是经历……/知了坎
坎坷坷的世道让人弯曲/懂了人心终不可欺，欺过自己/
阿 Q 地老了，还能/欺瞒世事吗”，“酿六十年轮回一壶
酒/脱下声誉，自自然然一布衣/以平凡滋养心灵/与自
在融汇为诗/掸一掸失落一身惬意……”（《沿途回忆》）
这就是今天的发模。其实，岂止是发模，你、我、他，被这
个嘈杂的时代吵得心浮气躁的所有人，有谁没有过“掺
假”和“演戏”？有谁没有过欺人和自欺？我们这一群阿Q
的嫡系子孙，何时能像发模所说的，成为“自自然然一布
衣”呢？“何为是？是与不是在似是而非之间/似是/又不
似//是就那么一小点儿，不是却似/不似也那么一点儿，
似却不是/在似是的筛漏下/点点的似，被拼成真理/滴
滴的不是，被揉成事实”（《是与不是》）。从这些绕口令似
的充满哲理的慨叹中，我又听到了发模潜藏在心底对这
个世界的“呼声”。这个世界已不是那个世界，而这个发
模还是那个发模。“谁知功利之风一如沙尘暴/正道迷
失/世人近视”（《答案》）。你看，他的锋芒并未老钝，只是
不那么咄咄逼人了。而要割去这个世界的赘肉和毒瘤，
也许不能操之过急，非得钝刀子不可。“简化了‘心’的爱
字/让婚姻格外寒冷//这个越来越利害的世界/不适合
灵魂”（《真的吗》）。这个世界怎么了？居然不适合灵魂居

住了吗？发模犀利的笔触叫我们的脊梁一阵阵发冷，但，
这是一剂治病的良药，这是一记令人警醒的猛掌。我们
这个时代太需要像发模这样的精神治疗师了。“我对自
己说/切莫回忆，一回忆/四处都是唏嘘”（《年近六十有
感》）。唏嘘的不仅是发模，每个有良知、有忧患意识的国
民，对世风的颓丧都不会无动于衷。我相信，发模写诗，
绝不是为了消遣，更非为一己声名，他是心有所思，有
感而发。“突然发现，简单/是多么不简单”（《简单并
不简单》）。以发模的年龄与阅历，发现了这个世界看
似简单中的不简单，这其中的内涵不是三言两语可以
道尽。“正被欲火煮糊的人们啊/别再自命是宇宙的上
帝”（《我思》）。这里，一个“欲”字道破天机，这
个世界的所有乱象，其根源，正在于人心里藏着的种
种欲念。在此，发模一语揭破谜底，无异于那个童话
故事中敢于说出皇帝光着屁股的孩子。从这点看，发模
不想去遵循那些“潜规则”，他想说出这个世界的真
相。然而，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断定发模是只挑刺不栽
花了呢？或者说，他对这个世界就不抱有希望了？远
远不是的。所谓爱之切，恨之深，发模的痛苦正是建
立在对这个世界的爱之上，予谓不信，有诗为证：“如
果你愿意打开心门/我会给你抱来一轮旭日/一林鸟
啼//如果你这时灵魂在场/我会给你奉上真诚/一个鲜
活的人世间//用心灵品味生活吧/整个世界都将是你的
知己”（《打开心门》）。读这样的诗句，似乎可以触摸到发
模那颗滚烫的心。

放下他的诗稿，我发现，李发模没有变，虽然诗中多
的是低调的慨叹，他还是那个用心对这个世界发出热切

“呼声”的诗人，还保持这一颗真挚的爱心甚至童心。至
此，我释然了，我也由此相信，发模不会老的，他的诗也
不会老去。这个世界对每个人其实都是很公平的，热爱
生活的人生活也拥抱他，厌弃生活的人生活也遗忘他；
热爱生活、关注尘世的发模，30年一路行来，诗心不老，
激情依旧，这就是最好的明证。

李发模身居贵州，他自己经营着《国酒诗刊》，自
古以来，诗与酒就是一对孪生的姐妹，发模写诗，像
是正在勾兑着酒国的思想之液，他在感知这个社会、
感知这个世界，我们读他的诗，也感知到了他诗品与
酒品的双重魅力。

诗品与酒品的双重魅力
——读李发模诗集《这个世界与我》 □张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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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散文奖启事
自古以来，诗酒一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诗歌万里行倡导人们诗意地栖居，青稞酒

激发人们的豪放和热情，诗酒形神合一。为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推介青稞酒的文化，
促进当代诗歌的创作与繁荣，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和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省企业联合会等共同举办“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青海互助青稞酒安纳文化节暨‘天
佑德杯·中国梦’”全国诗歌大赛。大赛组委会总顾问：吉狄马加，组委会主任：晓
雪、李银会，组委会副主任：郭守明、祁人、杨廷成，评委会主任：叶延滨，组委会办
公室主任：周占林、尹雅琴。

征稿要求：
1.作品要求原创，必须是未发表过；
2.新、旧体裁不限；
3.内容积极、健康向上，倡导国家、民族大义，鼓励反映中华民族团结和谐与奋发拼搏

精神为主流的创作实践。
征稿时间：
2013年 8月—12月 31日。2014年 2月揭晓评选结果，3月在北京举行颁奖仪式暨获

奖诗集首发式。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10000元及证书；二等奖3名，奖金3000元及证书；三等奖

5名，奖金1000元及证书；优秀奖20名，奖品及证书。
作品请寄：北京北太平庄路2号德恒商务会馆诗歌万里行组委会“中国梦”大赛办公

室，邮编：100088，电子邮箱：tydzgm@yzs.com，网上投稿：http://www.yzs.com/tydb

“天佑德杯·中国梦”

全国诗歌赛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