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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鉴

不止是绝境的“绝境”
——读了一容小说《绝境》 □王 敏

幼年即流浪在外，牧过马淘过金扒过火车挖过蕨菜
躲过砍刀的“70 后”传奇作家了一容，近年来势头不
减，已连续出版 《去尕楞的路上》（2006年）、《挂在月
光中的铜汤瓶》（2007 年）、《手掬你直到天亮》（2008
年）、《褴褛王》（2011年）、《走出沙沟》（2012年） 等数
部散文集和小说集。

了一容专注于写流浪、写底层，这正是他独特的生
活经历赋予他对人生的独特感受。如今研究者也开始关
注这位年轻作家，观察的角度多从“苦难书写”、“流浪
文学”、“民族歌者”等方面入手，为我们理解了一容提
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分析方法，但我认为其文本所包
含的思想含量远非如此。

我想以其小说《绝境》为例，力图阐述了一容作品
中所体现出的更深刻的精神维度。《绝境》 的故事和场
景都很简单，描写了章哈和虎牛两个年轻人被人骗去荒
漠淘金，无法忍受老板的打骂与苛待逃生不成不得不回
去接受盘剥的故事。最终虎牛惨死在荒漠，“被埋在一
堆沙丘下”，而章哈却在受尽折磨后拿到“320.8 元钱，
外加青海湖牌香烟一条，计价30元”。小说通过几近真
实的白描手法，将沙娃们遭遇的痛苦淋漓尽致地描绘
出来。

这里是“绝境”
首先，了一容在小说中为读者展示了一个自然的绝

境。这里是西大滩，“那么大的一片沙海和茫茫戈壁”，
仿佛“一眼望不到边”，远处有一座壮丽的雪山，“与天
际相接，和白云做伴”，却如同海市蜃楼般，“走了几
天，却依然那么遥远”。这里天气恶劣，“风卷着雪碴和
沙子，天气变着法儿作冷”，沙娃们“冻得浑身发颤，
流着鼻涕眼泪，脸也肿了”。来到这里的沙娃们，“几乎
都是九死一生，有病死的，有受不了苦逃跑时被老板打
死的，也有坠金而死的”。这是个“与世隔绝漠视生
死”的戈壁滩，自然环境的严酷让这个不毛之地有了存
在主义似的意味：人无端端被抛到这个冷酷严苛的世
界，在这偌大的沙漠里，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和微弱。

这里也是人性的绝境。老板的恶狗保镖用枪弹戏弄
追赶手扶拖拉机的虎牛，动不动拿枪托、铁锹打人；老
板喂给沙娃的是不放油盐的“白开水煮洋芋面”，却用
武力威逼大家在“稠稠的寒冷渗骨的冰水中”超负荷淘
金。章哈和虎牛逃跑失败后，老板和他的保镖用尽酷刑
惩罚二人，浇冷水、殴打，使得虎牛高烧不退，章哈腿
脚化脓，而老板却把救命的药当做金子一样死死握在手
里。对利益的追逐让人失去了为人的善念，逃跑时陷入
绝境的主人公之所以决定回到老板身边，是因为他们以
为“人总归比野兽亲切一些”，可在虎牛死后，章哈意
识到人远远比野兽更可怕，“当初更应该选择狼群”。由

此，作者不由得感慨：“心不黑的人越来越少了”，“漆
黑无比的戈壁深处似乎传来死亡与绝望挣扎的声音，还
有面目狰狞的被金钱扭曲了灵魂的笑脸”。

这里还是精神的绝境。章哈和虎牛两个离开家乡出
来打工的年轻人被人骗到了这里，和其他沙娃一起玩命
一样忍受寒冷、饥饿和打骂，还要经受孤独绝望的精神
折磨。“这无边的荒漠戈壁里流落着人生的艰险与辛
酸”，沙娃们“在备受身心折磨的同时，也承受着孤独
与绝望的洗礼”。寒冷和饥饿使沙娃们的肉体渐渐麻
木，而孤独和绝望也在一天天摧毁着他们的心灵世界，
使之陷入精神上的瘫痪无能状态。了一容用文字为读者
精心营造了这样一个自然的绝境，为的却是凸显人性的
失落和精神的痛苦与麻痹。

《绝境》 深含象征意味，它既是自然的绝境，也是
人性的绝境，更是精神的绝境，了一容的笔触看似平
静，却埋藏着悲愤的激情。在这样的绝境里，人难道只
能默默忍受吗？

这里又非绝境
如果《绝境》写出来只是为了宣泄作者对时代和社

会的批判，那么离他所希望文学达到的目的似乎远了
些。细细阅读，《绝境》 又不仅仅是绝境，惟有在这
里，才能彰显出精神的伟大。

章哈和虎牛是在拉面店认识的，初始虎牛还对章哈
有些不信任和忌惮，自己对拉面店老板的抱怨声都担心
章哈传了出去，但随着两人一同跟随青海客人上路，他
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近了。如果说章哈的性格隐忍而
坚毅，虎牛则表现得极其胆小和懦弱。虎牛虽然怯懦，
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而章哈这个人物形象，更是融注了了一容本人的精
神和性格，他会武功，却一直对各种打骂隐忍不发；他
重义气，为了虎牛可以骂老板、可以和保镖对打、可以
从老板手里夺药。章哈时时感到愤懑，他期望能走出戈
壁，将沙娃的遭遇公之于众；他又常常感到孤独，连夜
里的风都仿佛化为“忧伤的调子”。二人逃跑途中，绕
来绕去无法找到出路，陷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之
中，而惟有在这样的情景里，人的精神才能凸显和膨大
起来：“绝境，绝境！人到了绝境中方觉得世上凡是与
生命无关的东西都是假的。没有比生命更珍贵的啊！”
生命的意志最终支持章哈活下来，带着对虎牛的回忆，
走出了西大滩。

了一容曾多次提到海明威对他的影响，《老人与
海》里“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的名言在了一容
的生命和创作中烙下了很深的印痕。海明威受存在主义
影响颇深，他喜欢为读者呈现一个充满痛苦的荒谬世
界，人在这个世界里忍受着痛苦和孤独，但海明威最终

又认为软弱和卑怯不能给人的存在附加任何说明，他更
希望人类可以通过积极行动赋予这个荒诞的世界以意
义。了一容在《绝境》里重申了海明威的思想主张，他
将自己崇尚的精神力量加诸于章哈身上，让他最终战胜
了自然、伤痛和死亡，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尽管身
上只留下 300 多块钱。而作品里虎牛的死则是必然的，
虽然他是善良美好的，但他身上却因为缺少这种坚韧的
精神品格而必然被这个残酷的世界所毁灭。

了一容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有意无意讲述“孤独”，这
种孤独，是人面对这个强大世界时的无助，他说：“我说
的苦难，并非单指物质上贫困及肉体上折磨，更重要的
是精神上的，因为人类自身的缺陷、不完美导致人类总
是走不出自我的羁绊。”面对不可抗拒的自然和社会洪
流，人的渺小和卑微造就了人骨子里的孤独和悲凉，但
正是这些看上去苍白虚弱的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却
可以显示出人的刚硬品格，让人性在荒芜的戈壁里闪耀
出动人的光芒。如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尽管石头还
会不断滚落山崖，但他每次下山总是面带笑容，他认可
了自己的命运，却不放弃任何抗争的可能。由此而言，
这个绝境又并非绝境，章哈和虎牛正是在这里培养出
深厚的感情，“绝境和苦难之中人性美好的坚定信念却
也在葱茏地生长，孤绝坚忍地反抗着人类自我的罪孽和
黑暗。”

对《绝境》的进一步解读让我们感受到了海明威与
存在主义的味道。戈壁滩这个大环境的设置可以说是整
个荒诞世界的总体象征，而章哈徒劳无功的反抗则代表
了人类的精神意志。但《绝境》中富有象征意味的不仅
仅只有这些，那座庄严壮丽的雪山也是作品里非常重要
的一个意象。

故事里“雪山”形象的设定，一方面让老板放过章
哈与虎牛这一情节显得不再生硬，另一方面也让老板这
个人物形象立体化起来。他不再是一个干巴巴没有血肉
的坏人，而是一个或许曾经有过信仰的鲜活的普通人，
只不过在这个贪欲横流的社会里不知不觉丧失了人性里
对善良和美好的坚守罢了。了一容在这里更深刻地指出
了现代人的信仰危机和精神危机：现实生活的贫困让人
的精神世界日益贫瘠，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黑心老
板和他的保镖，我们也可能成为精神日益困顿逐渐丧失
思考能力的沙娃们，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更坚毅勇敢地
去面对和挑战这个荒谬的世界，我们更可以成为章哈。

《绝境》 显示出作家的创作风格，他热衷于创造特
殊的境遇以凸显人物的精神品质，他习惯用简洁凝练以
至看似粗粝实质上却饱含忧伤的语言抒发胸中郁积的孤
独感，而作品中对这个强大世界的认知和体悟，也奠定
了他其后创作的调子，让他一直不懈地探索人类的命运
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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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仁山长篇新作《日头》：

随着农村城镇化浪潮浩荡奔涌，文学题材的城镇
化也形成趋势。今日的青年作家，即使刚刚离开乡里，
也大都开始热衷书写城市；而青年读者们，有些即使还
留在农村，也大都不再对写“村里那些事”的作品保持
热情。这一点在网络上表现得最为明确，页面上导读
类别五花八门，惟难找到“乡土文学”一项。都市文学
趣味对于乡土文学所形成的优势，更大程度上表现出
都市生活方式对多数人的吸引，这种诱惑在一个时期
是无可抵御的。难道乡土文学的文学性已经褪化了
吗？不应该是如此。

这一背景下，关仁山的写作便显得十分醒目。他
不仅坚持现实农村题材创作，而且主攻长篇小说，继

《天高地厚》《麦河》之后，最近又推出长篇小说《日头》，
从而完成了他颇具规模的“中国农民三部曲”。《日头》
是今年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这部作品不负
众望，像作品中天启大钟的自鸣，是敲给时代的一记重
音。实际上，以长篇小说样式处理当下乡村题材，与写
中短篇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写中短篇，可以就一时一
地一事展开更接近于具体情状的描摹，题旨和叙述逻
辑多由题材自身的暗示形成，而创作长篇小说往往涉
及群体和历史进程，不可避免地需要作者对一个时期
的社会生活做出宏观概括，需要超常的思想能力，其难
度不言自明。关仁山迎接了这一挑战，正如他自己所
说，写农村最大的难度是认知的困难，而他的目标是要
写出农民在大时代中的命运起落和心灵蜕变，这项工
作便很艰巨也格外意义重大。中国有8亿农民，仍为人
口的多数存在，他们中间的故事，无论如何不应该忽
视，关键还是怎样写。当年《麦河》面世，我曾撰文说，

他是作家版的百变金刚，他每部长篇问世，都给人带来
新的艺术面目和审美体验。现在看来，关仁山已经以
他的三部曲，成为当前中国农村现实题材长篇创作的
重要作家。

小说体现着作者的选择，选择中体现着作者的眼
光。眼光背后考验着作家是否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思想
能力。《日头》描述了冀东一个村庄半个世纪的风雨历
程，这50多年里，村里发生过的事情数不胜数，而作者
着重书写了出现在权姓和金姓两个家族间的恩怨冲
突，意在揭示乡村演变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脉络。历史
上，中国的皇权统治并不很深入县级以下，在乡村，崇
奉儒教的乡绅阶层实际处于乡村社会的文化主导者地
位，以较系统的道德理念维系着宗法秩序的稳定。具
体到日头村，金家是这一道统的继承者。当年，武状
元权金汉恃战功为害乡里，文状元金绍奎不畏权贵，
将其告到朝廷，又不顾生死安危将其正法，受到百姓
的拥戴和皇帝的表彰，此后留下魁星阁、状元槐和天
启大钟，成为全村公理的象征和精神的支柱。但权家
以后获得机会，在土改、“文革”和城镇化等时期取
得了村里的权力，不断打压金家。“文革”中，在权
桑麻的操纵下，魁星阁被烧，天启大钟被除，校长金
世鑫也被乱众打死。“文革”后，金世鑫之子金沐灶
大学毕业当上乡长，力图实现父亲的遗愿重建魁星
阁，但还是压不住权桑麻和他的儿子权国金。权氏父
子不仅在政治时代如鱼得水，于经济时代也左右逢
源，金沐灶则始终在思索和探求着，努力恢复日头村
的“文脉”。可见乡村文脉的断裂，是一个时代的悲
剧。仅仅揭示文明的崩溃过程还不够，我们还能感受
到乡村新的文明建构的艰难。

显然，关仁山在这里的概括是颇有深度的。他细
微地写出了村庄里那些隐蔽、缓慢而影响久远的变化，
写出正统民间文化形态消亡后带来的颠覆性后果。乡
村由于教化传统的缺失，痞子势力代之而起，如果说他
们也有文化的话，那就是痞子文化，权氏父子正是这一
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敢于蔑视一切传统伦理，不择
手段追逐实利。权桑麻教育儿子，要“先做事后做人”，
成了事，人自然就做好了。所谓做事，无非就是掌权和
赚钱两样，而权力又比金钱重要，因为“钱有打不通的
事，权做不到的事就没有了”。在城镇化过程中，这种
取代传统伦理的实用方式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权氏
父子借用权力谋取暴利，使得披霞山被铁矿翻烂，燕子
河被污染成黑泥汤河，农民被迫迁离故土。在负面事
实的教育下，人心也被搞乱，人格发生扭曲，连金沐灶
的女友火苗儿，也离开金沐灶嫁给了权桑麻的儿子权
国金。应该说，书中的一些景象，我们在中短篇小说
里也可以见到，但这些景象出现在关仁山的长篇里，
被小说结构赋予了不同的意味，体现出作家对乡村生
活独到的理解与发现。可谓惊心动魄，荡气回肠，引
人长思。

今天的时代，几近疯狂的物欲、生活成本的负累、
社会道德的滑坡，使得不少人们与传统人格渐行渐远，
基本的特征，便是崇奉实利而无精神信仰。关仁山借
助宗教力量透过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撕开了生活表
象，让我们看到了真正令人担忧的乡村状况，这里埋藏

着各种乱象的根源，特别是人性和文化的根源。由此
可见，作家的文学之根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且根
深叶茂。作品中的金沐灶力图重建魁星阁，作者则建
构了一部厚重的富有探索精神的作品。

追日的故事，来源于日头村流传的神话，寄托着日
头村人对光明和正义的朴素向往，作者以此验证着人
类的原始愿望，也相应在书中设置了来自天上的叙
述。“文革”时金校长死亡的瞬间，毛嘎子被“撞格”了，
长了翅膀飞向了太阳。看来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是
人类高贵的猜想。毛嘎子不肯离开故乡，升天后魂灵
仍关注着村里发生的一切。他是出世的，也是超越的，
他对人间的评价也就更带有终极的意味，使读者不时
跳出俗常生活思索人生的真谛。人在做，天在看。可
见，他的精神之魂游荡孤独的云顶，却根植于大地上的
菩提树，成为飞翔大地之上的精魂，他对人间的评价又
带有着哲理意味。毛嘎子似乎永远长不大，他对自由
和平等的祈祷让我们仿佛走进了无限时空蕴藏的梦
想。所以说，毛嘎子从容而智慧的叙述使小说有了空
灵、美丽而又诗意的氛围。

这种设计是艺术性的，也是思想性的，托寄着关仁
山日益深入的精神探索，在同类题材中显露出迥异的
艺术特质。关注现实的作品能达到这一点，难能可
贵。岁月无情，生命有情。我们从老轸头与毛嘎子富
有风趣的对话交谈中，感受到作家对土地和乡亲情深
意重，生成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文化符码，寄寓着生生不
息的人间愿望。古钟的韵律何尝不是人生的况味，古
钟何尝不是一个可以探讨生命的对话者？同时，小说
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无疑有利于强化全书的主题，特
别是对权桑麻与权国金父子的描绘，充分显示了关仁
山的功力。权桑麻立体、鲜活而典型，他为人心狠手
辣，长于心计，同时，他又是一个豪爽义气之人，比
如洪水中断指救助乡亲，把自己的儿子送给村会计金
茂才，等等，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就立体了，作者的批
判反思意识，蕴含在这个复杂的人物身上。作者对金
沐灶形象的塑造和内心活动的追索，也是别具特色
的。这个人物在以前作品中很少见，像是一位民间思
想者，他有现实的隐痛，又有着理想的诉求。他的可
贵之处就在把生活的苦难转化为一种信念，他承载着
时代的霜风冷雨，在痛苦的人生背景下欢乐地奋争，
对弱势农民的温情关怀，不断超越困境，求索农民的
命运和价值，他不屈不挠地与邪恶抗争，那种忘我的
牺牲精神给人带来了心灵的触动和精神的震撼。我们
感觉到，在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上，关仁山已经积
累了充足的经验。

关仁山的写作实践是中国经验的书写，是一种示
范、一种引领，它证明，不管城市文明怎样殖民到乡村，
只要乡土和乡民还存在，乡村就依然会繁衍新的故事，
故事依然可以讲得很精彩，吸引现代乡村读者，也吸引
都市读者，因为文学价值是不因时尚改变的，改变的只
是阅读风气。关仁山已经写完了三部曲，但新乡村的
故事还会继续。我们希望他再接着讲述下去，相信他
会把时下的中国故事讲得越来越精彩。

（《日头》，关仁山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
出版）

乡村叙事的思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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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诗翁臧克家先生生前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友情是我
精神世界里的‘半壁天’。”他曾用“老友老友，心中老有。意志契
合，如足如手。”来形容这些伴随他一生的师友之情。众所周知，
先生待人极为热情，交友广泛，在他与一些师友们长达数十载的
情感中，无论是前辈师长对他的指教、提携与关爱，还是和同辈
或晚辈友人间摒弃功利的相互往来，许多都堪称当今社会交友
待人的典范，令人称道。他非常珍视老友间的情感。因此，自上世
纪40年代起，臧克家先生就数十载如一日地收集和珍存起我国
文学艺术界、教育出版新闻界和军事界众多师友赠送给他的书
法和绘画作品，最早的三幅是郭沫若、茅盾和闻一多先生 1944
年的墨宝。第一幅是郭老在甲申年三月写成的条幅：“生命乃完成人生幸福之工
具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欲求人生幸福之完成，必须内在生活与外在生
活均充实具足。以文艺为帜志者，尤须致力于此。内在生活，殖根欲深，外在生活，
布枝欲广。根不深，则不固，枝不广，则不闳。磐磐大材，挺然独立，吾企仰之。”这
位文学巨匠70年前的话，至今仍有巨大的教诲和启迪在其中。在臧克家先生的
珍藏中，像这样的珍品还有许多。屈指算来，他可能是文学界收藏师友字画最多
的有心人。这些出自数十位大家之手的书画作品，或咏志、或抒情、或相互鼓励、
或衷心祝福，每一幅都伴随着一位亲切而熟悉的身影和几多难忘的回忆，每一幅
都是历史岁月中诚挚深厚情感的代表和象征。它们蕴含丰富，品位高雅，曾令无
数目睹它们的人印象深刻，钦羡不已。臧克家先生的这份珍藏是一座难得的文化
宝库和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臧克家先生生前极为珍视这些收藏，早已把它们看成为自己人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直至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他再三叮嘱家人一定要将这些珍藏整体地捐
献给一个单位，使它们像他生前那样完整圆满地保留下去，就像他的那份心愿：
不管是在人间还是天堂，他都永远生活在这些师友们深厚隽永的友情中间。正是
遵照臧克家先生和夫人郑曼的遗嘱，他们的子女将这份最珍贵的收藏整体地捐
给了先生和他一家四代人的母校——山东大学，希望它们代表先生及全家人的
深情，使这份极富价值的文化遗产永驻社会和世间；希望一代代青年能在这些前
辈们醇厚友情和深厚文学修养的熏陶中获益成长，在当今社会中，做对祖国、对
人民、对友人怀有一腔真情的后来人。

正因为如此，从2013年开始，耳濡目染的子女们怀着一份深深的感动，选编
了一本《友情和墨香——臧克家和他的师友们》，奉献给社会、读者和他们挚爱的
双亲。此书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不仅收入了80余幅师友们的书画作品、
40余张臧克家先生与他们在不同时期的留影，还配有先生写给师友们的部分墨
宝。这本书的文字部分，是从臧克家先生不同时期撰写的有关这些师友的诗文中
精选而来，大多是饱蘸浓情的回忆文字，描写真切深刻，生动感人，一个个呼之欲
出、性格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这些诗文与书前面的书画、照片相互呼应，给读者
留下了过目不忘的印象。这次选入的《得识郭老五十年》《往事忆来多——沉痛悼
念茅盾先生》《剑三今何在？》《老舍永在》《我的先生闻一多》《大地之子——记广
田》《抬头看手迹 低头思故人——追忆何其芳同志》《永玉的人和他的木刻》《读
贺敬之同志的几首诗》等文章，内涵丰富多彩，刻画评价精当，对于中国现当代文
学研究，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其中《说与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一直被
收入了我国中学语文教材。此书的“序”，是克家先生写于1989年3月23日的散
文《友情和墨香》。这篇文字优美感人的佳作，对于人们了解作者、他的珍藏和这
本书，都有很大的裨益作用。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华夏诗歌 2000 多年的历
史，诗歌传承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与文化
血脉。在我们引以为荣的诗歌长河中，仅新诗就已经
走过了 100 年的历程。新诗的美带给人们全新的美，
使我们这个诗歌大国，又有了一片更加广大的诗美天
地。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缺少一些适合青少年阅读
和朗诵、对他们进行诗教的新诗读本，不能不说是一
个文化的缺失和遗憾。特别是今天，我们在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建立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
进程中，倡导通过优秀新诗作品的朗诵、阅读、传播，
对广大中小学生和青少年进行诗教，更是显得必要和
重要。

为此，诗人、诗论家叶延滨、杨志学精心策划，从
浩如烟海的百年新诗作品中，认真编选，主编和出版
了《小学生朗诵诗100首》《中学生朗诵诗100首》。

这两本朗诵诗选，和过去编选的一些朗诵诗的最
大不同，一是首先把中小学生作为主要接受者，他们
既是这些诗的读者和朗诵者，又是这些诗的听众。这
就决定了这些入选的作品，不仅是历代新诗的优秀之
作，还必须适合青少年阅读朗诵。因此入选这两本书
的诗，思想健康、意境优美、语言精练、音韵和谐、节奏
感强、朗朗上口，没有语意晦涩歧义之作。二是过去
出版的朗诵诗，多为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个时段的作
品。而这两本中选入的作品，是从新诗诞生后百年的
诗歌作品中精选的，视野更开阔，代表性更广泛，所涵
盖的题材内容更丰富，这虽然给编选者带来了巨大的
工作量，但从某种角度看，这样的编选更全面，更适合
青少年阅读、朗诵。

书中入选作者，既有百年新诗中有影响、成就巨大的诗人，也有新时
期涌现出的一批优秀诗歌新人。入选作品也都称得上是百年新诗中的
名篇代表作。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艺术精湛、风格各异，都是
诗人们从他们心泉中喷涌出的性灵之诗，是盛开在诗人们心灵沃土上的
灿烂诗花。这些作品中有诗人们献给伟大祖国和革命英烈、英模人物的
真诚礼赞，如郭沫若的《炉中媒》、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臧克家的《有的
人》、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郭小川的《乡村大道》、公木的 《英雄赞
歌》、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元辉的《英雄画像》、石英的《仰视杨
靖宇烈士塑像》 等等，以及一批革命烈士诗人的名篇如叶挺的 《囚
歌》、闻一多的 《一句话》、何敬平的 《把牢底坐穿》、陈然的 《我的

“自白”书》等等。这些诗以真挚的情感、生动而鲜活的诗语、崇高的
诗歌形象、深邃而宏大的境界，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
统诗教的优秀作品。其中还有通过诗人对青春、人生和广阔生活的体
悟，抒写出的一首首生活之歌、真情感恩之歌、梦想之歌、和谐的民
族之歌。如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戴望
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何其芳的《生活多么广阔》、冰心的

《纸船》、卞之琳的《断章》、任溶溶的《爸爸的老师》、李瑛的《听孩子们争
辩》、邵燕祥的《假如生活重新开始》、高洪波的《我想》、吉狄马加的《彝人
之歌》、鲁若迪基的《都市牧羊人》、叶延滨的《给母亲》、梅绍静的《给老
师》、食指的《相信未来》、凌非的《为老师画像》等等。这些作品大多以一
颗美好的诗心，从大千世界中提炼出的诗歌意象，去放飞美丽的梦想、感
恩老师亲人、抒写丰富多彩的生活。

相信该书的出版，能为青少年的诗歌教育，以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鼓舞青少年树立崇高的人生目标作出一定的贡献。

（《小学生朗诵诗100首》《中学生朗诵诗100首》，叶延滨、杨志学主
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