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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看小说

流瓶儿《寂静的秘密》
那些秘密，那些人生

在《寂静的秘密》（《绿洲》2013年第5期）中，“秘密”如影随形，仿佛就生
长在人们的身体里，静静地、无声地诉说着各自的人生遭际。婆婆的那些药
盒子、婆婆枕头里“55万元”的存折、公公在老人院的“意外摔死”、追求婆婆
的“有钱老头”，还有克勇枕头里的5万元支票，更有梅樱囫囵咽下当年上当
受骗的秘密……故事在不经意的讲述间悬念迭起，吸引着读者去探知这个
家庭里的蹊跷，走进3个女人隐秘的内心世界。

克红是梅樱丈夫的姐姐，婆婆是克红的继母。梅樱、克红、婆婆，3个原
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成了一家人。当年众星捧月的梅樱出尽风头，以为钓到
了金龟婿，却惊世骇俗地嫁给了钻石王老五的司机。而这场婚姻让她如同坐
上了滑梯，挡不住地走了下坡路。婆婆有过坎坷的经历，在老家嫁过人、生过
孩子、被拐骗，几经周折跟着离了婚的公公，后生下了克勇。又因不堪公公一
天到晚的打骂偷跑过，落下了一辈子的把柄。婆婆被公公欺压了一世，今生
已经不知道如何抬头做人，在家里就像一台机器，只干活儿不出声。克红提
防着婆家和自己的老公，又不断地想从没多少感情的娘家继母那里算计些
什么。梅樱从不觉得这里是她的家，丈夫经常出差在外，不与她联系；她不喜
欢婆婆，始终与婆婆保持着陌生；她也反感克红，不屑与克红为伍。她熬着混
着，自己的世界被挤压得一次次行将崩溃。3个女人怀揣各自的心事、隐痛
与秘密，梅樱的孤傲、克红的粗俗、婆婆的隐忍，那种冷漠、隔阂、猜疑和算
计，令人窒息。 （刘晓闽）

现实中国人伦生态的最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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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新作聚焦

《工厂女孩》和《双重生活》是一对姊妹花，是
我南下3年生活的刻骨记忆。我写我，也写女工；
写我的生活场，也写我所观察到的周围的生活
场。这一切，因我的心态发生了改变，也变得有了
深意。人到中年，南下讨生，其跌宕、其心酸、其艰
难，都被放大了很多倍。这种刺目的感受融会到
文字，便带血带泪。我所写的南方生活，不是单纯
的南方，而是因为北方那个浩大的背景；我之所
以要“这样”写南方，是因为我曾在北方有过“那
样”的经历。

有一天傍晚，在东莞莞城，我推着自行车等
绿灯，旁边是两个老年妇女，面色黧黑，赤脚穿凉
鞋。一个用粉色布袋兜着个婴孩，另一个，从塑料
袋里捏出蛋糕，往孩子嘴里塞。孩子吃着，又四处
看风景，妇人便发出一串呢喃——那从乳房干
瘪，头发灰白，手背青筋暴露的躯体内发出的呢
喃——热烈急促，饱含深情，不可自控。我听不懂
她说的词义，但我懂她在示爱；那爱波涛汹涌，不
求回报。我想起在新疆喀什葡萄架下的土屋，孩
子们围着卡龙琴、艾捷克、手鼓，跳起刀郎舞的场
景。那些黑眼睛红嘴唇的孩子，叽咕着、嬉笑着、旋
转着，我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可我的周身都被
欢乐包裹，和他们一起旋转。由此，我洞悉出一个
秘密：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不是以公里计算，而是
以毫米计算。

何以乌鲁木齐和东莞都成为敏感词？何以当
你听不懂别人说的话时，便武断地认为自己更聪
明？何以你总是恩主，别人总是乞丐？何以你的边
界，只是你的街区、你的办公室、你的地图、你的
母语世界？在你之外的更大族群，需要你潜心静听。当我听到那老
妇呢喃，看到孩子们跳刀郎舞便知——真的没有什么更大的障碍。
只需要我们更耐心、更安静、更平和。我们太容易被一种生活、一种
观念所催眠。我们认为一种生活最好，是因为我们没有呼吸过另一
种空气。只有突破边界，突破那个固定的一元性，才能让视角多元
化，才能对自己进行拯救。

离开新疆后，我突然明白，也许无根便是迁徙获得的惟一自
由。置身异域，周遭惊诧，那种蚀心刻骨的孤独，如无亲历，很难理
解。我像走在一条甬道，一点点向前，四周暗黑，只胸腔里的这口气
还提着，呼哧呼哧。我终于可以藏身陌生，变得无比轻松，说我喜欢
说的话，做我喜欢做的事。当我背叛了出生地时，并未背叛精神上
的故乡；而我要在这背叛的罪名中，赤足滴血地踏出条生存路。

每日凌晨，我闻鸡起舞，坐在小小的书桌前，开始工作。这是一
种听从于自我的自由写作。我不仅把写作当作事业，更是职业。尽
管写作带来的现实利益少得可怜，但这种坚持，依旧是我最重要的
工作。我靠直觉写作；我一直信任我的直觉。我在自己的直觉中寻找
主题，落笔时，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随着写作深入，它变得越来越
清晰。我按自己的理解力去写，不敷衍、不搪塞、不虚饰，在每一个字
词上呕心沥血，让它们精微别致，混合着我的体温。

我的全部写作，都是为了打通自己内部的世界地图。虽然新疆
面积广大，但我在那里的生活是隔绝的，这种生活所带来的思维习
惯影响了我很长时间。若我没有突破那个边界，我将永远无法以另
一种角度回望。关于血缘、族群、贫穷、卑微……这些我要梳理的题
材，源自我的孩提时代——那个葡萄架下女孩的困惑。随着南迁，
叙述技巧和感受力都获得了进步，我将它们统一在我的作品中，一
点点获得呈现。

我苦苦思考写作的秘密。有一天，走过东江，生出幻觉：所有的
河水陡然干枯，河床呈沙漠状时，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起来。写作呈
现出它的独特魔力——我记忆中的素材，在我当下的生存语境里，
找到了各自的对应物：盒饭/抓饭，大海/沙漠，陌生人/客人，超市/
巴扎，岭南/中亚。这种对应物的排序越来越长，几乎无法在几篇文
章中完成，最终，变成了《工厂女孩》和《双重生活》。虽然它们的缘
起都是靠直觉，但却全都出自我的密切观察——我将身体作为刀
刃，探入生活的脏器内，获取了一块微小切片。

丁燕的《双重生活——从乌鲁木齐到东莞的迁徙之路》
（花城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以东莞樟木头镇为原点，将
视域向四周扩散，不仅讲述了自己的定居经历，还包括目光
所及的他人命运，她不仅撷取事象表面，更力图穿透现象，
进行精神的、形而上的、地域文化的穿越，将中国经济转型、
社会矛盾、政治实态、风俗习惯、情感结构，描摹得玲珑剔
透。从某种角度来看，作者完成的是一个人类学家的田野考
察；然而，其文字锐利、深邃、充满张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
染力。可以说，这次定居史，也是一次脱胎换骨史、自我扬弃
史，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作者的生活方式，还改变了精神生活
方式。

这部作品绝不是所谓“零度叙述”，相反，作者的主体相
当活跃——从西北至东南，对其个人而言，不啻为天翻地覆
之变局，作者不是来旅游，而是要扎根，变成新居民。这种

“住下来，慢慢观察”的状态，令她目击到大量电视画面从未
有过的场景，最终促成了这一重构。这部作品凝结了作者的
血泪真情，它广纳了社会底层的最新信息，寄托了深刻的人
文关怀，是一部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民情备忘录，不仅展现
了作者独特的观察与体验、感悟与深思，还具有较高的文化
含量。

“从西北到东南，在别人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的环境里，
我看到了陌生与惊诧。而陌生化不一定就是新奇，总令人愉
悦，有时，它甚至是危险的。”（《南方写作之梦》）对丁燕来
说，慨叹的基础是坚实的物象，而这物象，又因和自身命运
息息相关而有着连骨带肉的痛。正是这种切肤感，构成了她
文章的思想脊骨和诗性源泉。

站在湍急的人流中心，四周为浩荡的街景，人们在买
菜、争吵、坐车、拉客户、闲聊、打麻将、训斥孩子、做饭……
烟火腾腾的俗世图景，令丁燕的身心全方位展开，所目击之
怪现象，宛若漂流难民遭逢孤岛般震撼。作者曾谙熟游牧和
农耕文化，突然置身于城乡交汇处，为“茅草与酒店共存”之
现象所惊诧。在银行，因身份证上的特别文字而引来女职员
的尖叫；为办理居住证，不得不去卫生所做妇检；在公交车
上，要忍受“新疆小孩都是小偷”的赤裸羞辱……最初的岭
南生活，令丁燕感觉自己像个白痴。在这个新到达的城市，
她没有户籍、不懂方言、没有亲戚，几乎是最没竞争力的那
类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者逐渐意识到，软弱的丁燕
对那个隐藏的作家丁燕来说，是有好处的。

被冷落、被疏离、被放逐的经历反而保证了作者以更放
松的心态去观察，这使得这部作品交织着小说的跌宕、纪实
的精准、诗歌的抒情，而她对日常街景、普通市民的细致观
察、个性描述，正是这部作品的魅力之源。丁燕以敏锐之眼
将岭南市象刻录下来，不仅呈现出它的外部机制，还有其互
相吻合和交错的内在肌理。那些边走边吃盒饭的女工、遛狗
的老妇、长腿的女郎、电子厂的清洁工、职场白领……她们
并非清晰的“高、大、全”人物，而总处于冲突频仍的情形中，
丁燕将她们的犹疑、恍惚、挣扎、拒绝和反抗描绘下来，不仅
对迁徙状态中人的弱点和失败进行了探索，同时还抓住了
人性中的那束光。

这部作品的结构是大圆环套小圆环：文章开篇从北至
南，结尾从南向北，形成闭合循环；而每一个篇章，都讲述了
一个独立的故事——每当“我”或“她”在遭遇挫折、打击、意

外、惊恐，乃至被剥夺了外在尊严后，总能奇迹般获得重新
站起的力量。多个小环裹在最大的环中，如大树的不同枝
桠，紧紧围绕根系。

“迁徙”一词，是本书的文眼。正因为“迁徙”，才引出之
后的系列变动：住进出租屋，四处找房，和女房主交易，不堪
忍受的邻居，换房至最终定居。由此，作者感慨：“在异地定
居，并非只是住进一间房屋那么简单。”这个连锁反应，渗透
着现代人生存之艰难。在各种揣测、追问和质疑中，一种迥
异于乡村生活的经验得以呈现：城市人的疏离、人际关系的
异化。

及至搬家，更充满悬念，起伏跌宕：虚拟的大车，似乎是
“为防止将树枝挂断”而停在看不见的地方。3个口音不同，
形态各异的陌生男人，将带来怎样的不测？最终来搬家的
人，却根本不会搬家；修理工出现了，他是陌生人，却和孩子
一起去找水笼头的总闸。在大人们互相警觉，揣测对方是否
小偷或强盗时，孩子却如阳光，是无蔽的、灿烂的。最终，一
根管子被当成礼物送给孩子时引得一阵雀跃，成为此文中
最柔软、最温暖的一笔。

住的问题解决了，竹笋怎么吃？什么是水蟑螂？怎样和
邻居交流？如何在被细化的车站，进行“六选一”？如何面对
不断涌来的各色人等？在我看来，丁燕的写作像手拿放大
镜，以一种超乎寻常的耐心进行观察；同时，还给予被观察
者浓烈的关切。作者发现，“东莞一带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
高的地区之一，虽工厂云集，但旧的审美方式，生活理念，禁
忌习俗，并未因土地变成厂房，连根拔起，某些执拗的部分，
如红头绳，以一种化石般的坚韧，遗留下来。”当下中国，大
城市已格外森严，而乡村又太过封闭，正是这种城乡交汇处
的小镇，才是了解中国改革进程的绝佳标本。在那些被遮蔽
的小人物身上，也许更能体现当代中国之巨变。

春节返疆，从东莞回到哈密时，作者发现父母新迁的小
区也名为“东莞小区”。从“此东莞”到“彼东莞”，5000公里挪
移，好像从起点又回到了终点，这是怎样的隐喻！一路上，从
飞机到火车，从中产阶级的争执到虚伪爱国者的漫谈、普通
人的谦逊与良善，一幅当代中国各阶层的写意图，活生生呈
现出来。

读《漂流在街道》，光有欣赏美文的优雅是不够的，还得
准备一副坚强的神经，不然会大受刺激。文章从一只老鼠在
南方街道上被辗死的极度形容开始，至最后，一个神经错乱
者开宝马车制造了血肉横飞的大案，始终不离“街道”。时而
新疆，时而南方小镇，闪回交错。作者抓住“街道”这个人们
熟视无睹的意象，视之为日常生活的载体、人性变幻的场
域、生活与情感方式展露的平台，最公共但也最个人的生存
之象征——你固然无法推开人家的窗户去窥密，却可以在
逛街的瞬间，获取足够的能量和信息。作者的捕获能力无疑
是惊人的，现场感和毫发毕现的无尽形容，处处在延长感
觉、膨胀想象，使一条路活了起来。贯穿全篇的残酷物语、血
腥叙述，没有精细的观察是无法保证的。街道上并不都是莺
歌燕舞，还有血、欲望、死亡和混乱，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
中，在资本的累积中，街道深处有新与旧交战的惨景，只有
正视它并且发现它，才能真正体悟中国之巨变。

《双重生活》的独特之处在于提供了一个此前从未被重
视的观察视角：主妇视角。作者不是从大处和高处发出宏观

论调，而是深刻地把握了“主妇”这个特定身份中的特定感
觉，将自身经历作为沟通南北的桥梁。本书非常个性化，但
是却没有一点说教色彩，细节精准、思考尖锐，饱含丰富的
人类经验。这些经验不都是发生在心灵上，还要发生在身体
上，发生在作者和世界的物质关系上。通过这个独特视角，
读者所看到的，是日常的、平实的、细部的岭南。

作者貌似讲述一个主妇的迁徙生活，实则讲述了这个
时代的寓言。出租屋的尴尬、公交车内的困惑、身处边缘的
绝望……每个身处大迁徙状态中的中国人都曾经历，但在
丁燕这里，却遭到了最仔细的拷问。在丁燕看来，世界上的
大事，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还包括吃饭、穿衣、坐车、闲谈、
逛街……忽视了这些，就是忽视了生活的复杂性，生活丰满
的质地。当长期被忽视的日常生活像俘虏般被释放出来后，
世界陡然变了模样：熟悉的变得陌生，无趣的变得有趣。

文学性的丰沛，是此书的另一大特点。阅读此书，读者
会感到进入到一个语言的狂欢化场域，处处是酣畅淋漓的
夸饰与形容。作者擅长精妙的细节刻画，善于贴着人物写，
无论形容或描绘都有滋有味。书中每一篇文章都充满情感
的张力和开阔的知识幅度。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不仅与作
者是诗人有关，还与她审慎的写作姿态有关。面对毛茸茸的
生活切片，丁燕似乎比一般人更有耐心进行深度透视。

丁燕的写作是谨慎的，思考是深邃的，她似乎想要留给
读者一种记录，暴风雨式的记录；她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场景
和故事，并呈现出包含其中的内心危机、沉淀、转变、精神的
再生、获得救赎后的欣慰……每当她沉迷于南方的当下，都
会引起对北方的思索，这种联想，绝不是简单的对比现代与
落后，更多时候恰恰相反：都市遍地粗暴，而蛮荒之地却处
处闪现文明。在丁燕看来，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互补是必要
和可能的，而交流是为了互相了解，求同存异，并非倾轧与
取代。作者写到沙漠之夜停车等待救援，听到异族女子呼喊

“胡大爷”时的震惊——“我知道，她是在召唤她信仰的真
主。我的心突然被揪了起来，感觉一股热流涌过。”一句节制
的抒情，便将人和人之间虽语言不通但暖意犹存的真相深
刻地呈现出来。

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从不把自己从现场剥离开，在
对他人进行质疑时也同时面对自己。在南方阳台，当她听到
暴力词语后，回忆起在新疆所遭遇的暴力事件。她为躲避暴
力而来，而暴力却无处不在。往深里探究，作者诘问起自己：
是不是我也构成了别人的暴力？是不是我的暴力基因被点
燃后，也会如此疯狂？当作者带着她个人的前史、她的心、她
的理解、角度和修辞在写作中力图捕捉和确定事实时，她坦
诚地自我暴露，把她个人的有限性亮了出来，从而建立起一
种真正的“真实”。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之巨变，就是中心从农村向城市转
移，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获得了覆盖性的宰制地位；然
而，城市生活却让国人疲惫和焦虑，渴望从文学作品中获得
某种缓解和共鸣，并从中认识自我和世界。丁燕在南北对峙
中撑开空间，让不同质的文化共居一体，引发深思，既有生
存的勇气，又有灵魂的悸动，还有为捍卫尊严和价值的抗
争，绝非一般纪实散文可比。可以说，这本书所挟带的信息
之丰富、经验之杂多，都不愧为一份现实中国的人心、人情、
生态、环境、物流、气候的最佳报告。

朱家雄的文艺随笔集《未名湖畔的
青春》将自己从开始涉足文学时的见闻
和感想，以及近来对文学的思考都写入
其中，算是20年来各类文艺随笔的合集。
朱家雄坦言，他把这本书当作“有关青春
的总结陈词”，记录了自己的青春足迹、
思想轨迹，也记录了从初进文坛到深察
文坛的各种观察、感受和思考辨识。

朱家雄的随笔文字真诚、性情、朴
素，也充满着智慧。他的文字从语调到姿
态都放得很低，甚至有些过于虔诚。每一
篇文字里都有自己的真实感受，都有自
己的独特理解，都有自己的风格。

《未名湖畔的青春》共5辑，每一辑都
很有看点，有的着重故事，有的着重体
验，有的着重思考，有的着重观点。第一
辑“北大校园的风景”，把作者在北大求
学时接触到的名人、先贤和大师做了很
好的描述。在他笔下，张岱年、季羡林、魏
巍、姚雪垠、谢冕、汪曾祺、莫言、陈建功、
刘震云、王朔、西川、汪国真等名家都很
有个性、格调，有各自鲜明的文学主张。
每一篇格局虽小，但视角各异。把名家的
言行记录下来看似简单，却也是一门艺
术，朱家雄的文章尤其能抓住最能彰显

名家情怀和艺术见解的话语，进而表现他
们的内心，同时还能把他们不同的文学主
张阐述出来，这是不容易的。阅读时，犹如
和一位老友在聊天，轻松又舒坦。

年过八旬的谢冕为人随和，对新诗
深有研究，是跟得上时代的“老顽童”。朱
家雄很幸运，听过谢冕讲的《新时期文学
专题》，且正好听到他讲当代新诗，这是
很多写诗或研究新诗的人很期待的。在
随笔里，朱家雄记录到，谢冕谈到新诗
潮、后新诗潮时说：“新的诗人们想为群
众代言，但是群众不理解他们，把他们视
为异端，他们感到孤独；想代时代发言，
但时代视他们为弃儿，他们感到孤独。”
朱家雄把这些富有启迪的话语记了下
来，再通过他的笔传递给读者，对读者也
是很有价值的。

朱家雄写名人的随笔里充满内涵，
能让读者读出作者的文学素养——不是
真懂文学，是不可能真正抓住要害和问
题的。读罢《我认识名人，名人不认识我》

《我瞳孔中的名人》和《迎面而来，叫你目
不转睛》这几篇作品，好像自己也去北大
听了无数次讲座，似乎自己也走到了名
家身边，接受了他们的教诲和熏染。

第二辑“成长路上的感悟”和第三辑
“以梦为马的旅程”也不乏精彩。第二辑
里的随笔文字都关乎成长，是自我青春
的叙述和感叹，我很喜欢《理想和现实》
和《我曾在三闾大学读书》这两篇。可以
看出，朱家雄有青春、有理想，对生活、对
世界都有自己的思索，他一直在不断求
新求变，虽然生存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但
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有人格操守，有

正确的价值信念。读他的随笔，如读他的
小说，内敛之厚，可敬可佩。

第三辑里的每一篇都耐读。在《文
学：并不悲壮的坚守》《年轻作家莫浮躁》

《为谁写·写什么·怎么写》和《缺乏经典
的当代文学》中，朱家雄对文学创作的理
解不是隔靴搔痒，而是有着自己独到的
思考。这些随笔有文论性质，展示了他对
文学的深度思考和对文艺理论的探索。

第四辑《诗歌与青春同在》、第五辑
《漫卷书香的光阴》和第六辑《两代新锐
的崛起》，书写了朱家雄的阅读和写作之
乐，同时也显示了他的文学功力、他对诗
歌世界的钟爱。我很欣赏他对“70 后”、

“80 后”的比较与辨析。朱家雄的随笔里
有很多来自写作的可贵经验和感悟。他
的观点中肯、犀利，但他的态度是温和友
善的。如在《诗人的道路》里，他说：“一个
真正的诗人，应该拒绝晦涩，拒绝游戏。
诗到晦涩是故弄玄虚，诗到游戏是自暴
自弃。”“最优秀的诗作应该是震撼人心
的，指向深切痛彻的情感，指向普遍而独
特、幽深的体验，指向一个时代最本质的
欢乐与痛苦。”这些都不愧为一个优秀诗
人、评论家的独到见解。

来自写作的文学经验
——读朱家雄的随笔 □谭旭东

丁燕长篇纪实散文《双重生活》:

广 告

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时代报告·中国报
告文学》杂志社与山西石膏山旅游文化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石膏山杯”征文大赛首
届大赛已成功举办。第二届“石膏山杯”征文大
赛征文活动现已启动。

一、征文体裁：
2012年 11月 1日—2013年 11月 30日在省

级以上（包括省级）期刊公开发表或出版的写实
性的散文、随笔、诗歌、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等均
在参评范围。参评作品应内容健康、语言清新、
立意新颖、情感真挚、在读者中有较大影响。表
现石膏山景区题材的作品同等质量优先获评。

二、评委会：
由15位著名的作家、评论家、编剧、编辑、文

学工作领导者组成评委会；山西省灵石通宇实
业有限公司张建新董事长为评委会名誉主任。

三、评奖程序：
1、参评者于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向评委会

办公室寄参评作品，仅限申报一篇（部），两位评
委联合可推荐一篇（部）。

2、评奖委员会于 2014 年元月 6 日启动初

评，遴选30篇（部）为终评备选篇目。
3、评奖委员会于 2014 年 3月 1日至 5日召

开终评会，评选投票决定十篇（部）作品获奖。
四、奖项：

“石膏山杯”奖首奖一篇（部），奖金十二万元
（税前）；“石膏山杯”奖三篇（部），奖金四万元（税
前）。“石膏山杯”优秀奖六篇（部），奖金一万元。

评奖结果在媒体公布。第二届“石膏山杯”
征文大赛于2014年5月上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举行颁奖仪式。

五、自2012年起，本大赛连续设奖5年。除
首届评奖外，2013—2016 年的评奖，每年评选
当年度所发作品。

评奖办公室：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3号
金孔雀大厦 A 座 516 室；《时代报告·中国报告
文学》杂志社；邮编：100013。

电话：010-51319373，联系人：魏建军。
为方便评选，本届征文大赛只接受纸质文

本。投寄征文作品请注明“第二届‘石膏山杯’
全国征文大赛”字样，将您在刊物所发表的文章
复印件或出版的书籍一式三份寄至评奖办。

第二届“石膏山杯”征文大赛启事

头 条 人间工地（组诗）…………………………伊 路
谈伊路现代诗的原创性…………………邱景华
河流叙事（组诗）…………………………魏荣冰
言说“丧失”之疼痛——魏荣冰的诗歌写作

………………………………………荣光启
隧 道 张曙光访谈

张曙光的诗
先锋时刻 周亚平 冷 眼 杨晓芸
国际诗坛 伊琳娜·赫罗洛娃诗选译……………晴朗李寒
旅美华人诗歌 张宗子 五 月
现代诗经 东荡子 阿 成 江 耶 陈巨飞 范小雅

马启代 冰凌花 张艳徽
散 文 诗 李松璋 刘育林 苏 勤 诩 真
诗 版 图 成都青白江诗人特辑

陈思奇 胡仁泽
随 笔 李平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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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诗人 春夜辞（组诗）……………方文竹
原创阵地 人 邻 单永珍 包 苞

黍不语 邱 籽 野 川
余燕双 任随平 马 累
火 禾 蓝 雨 陈贵亮

实力诗人 江一郎 唐朝晖 育 邦
颜 溶 徐小华 琳 子
李继宗

女性诗人 生命的册页（组诗）………荫丽娟
文本研究 陈仲义《现代诗 ：语言张力论》学

术研讨会纪要
诗人档案 藏棣代表作选
新诗经典 袁水拍诗选

2013年第十卷要目

第五届闻一多诗歌奖 获奖诗人、作品
本期头条 南浔（组诗）………………潘 维
原创阵地 马 行 空格键 薛松爽

于贵锋 李 桐 苗红年
刘棉朵 黄小培 黄 晓
依 美 土 斧 丁 冬等

实力诗人 施茂盛 熊衍东 王勤伟
邹惟山 剑 峰 月满西楼等

女性诗人 秋天的格调（组诗）………高 璨
新诗经典 贺敬之诗选
文本研究 半梦半醒处谈诗…………车延高

“一只飞鸟邀约了整个森林”
………………………张清华

主编：阎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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