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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人类最纯洁、最热烈、最深挚、最美好、最丰

富也最复杂的一种感情。

在我国文学长河的源头，最早唱出的就是“爱情之

歌”。《诗经》的第一首诗就是爱情诗《关雎》：“关关雎

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古朴真挚、动人

心弦的爱情吟唱，两千多年来产生了绵绵不绝的回响，

形成了我国诗歌源远流长的传统。从《诗经》开始，不

论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直到近现代和“五四”以来的

诗歌，抒写爱情的名篇佳作灿若星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中，抒写爱情一

度成为“禁区”。样板戏中的人物都是不谈恋爱、没有

家室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禁区”的突

破，爱情诗才在我们的诗坛上大量涌现，舒婷的《致橡

树》和林子的组诗《给他》就是新时期最早出现的爱情

诗力作。不但许多青年诗人创作了数量可观的风格各

异的爱情诗，不少中老年诗人也以自由舒畅的心态，将

过去不好写、不敢写、不能写、写了也无法发表的“爱的

情思尽情表露”，拿出了许多情深意挚、精美绝妙的爱

情诗，这类诗的艺术力量和感人程度，往往还超过他们

的其他题材的诗。我自己也曾在年过半百之后，写了

100多首爱情诗，在1990年出版了《晓雪爱情诗选》。

近十多年来，在市场化的潮流冲击下，我们的诗坛

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创作上的不良倾向。涉及爱情题

材，他们并不是去写纯洁的真挚的爱情，而是往往去写

肉欲的一面。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以弘扬中国诗歌传统、振奋中

华民族诗歌为宗旨，以“纯净、唯美、可读”为理念的爱

情诗刊《关雎爱情诗》诞生了。“古有《诗经》之《关雎》，

今有《关雎爱情诗》。”这份爱情诗刊由将军诗人吴传玖

主编，于2014年初正式出刊，现已出版了6辑（期）。

刊物坚持高质量、高品位；坚持继承传统、面向现代、回

归大众、扎根民间；坚持“不唯名家，更重新人”。

最初听吴传玖同志谈起，要创办这么一本专门发

表爱情诗的刊物，而且篇幅将在200页以上，我感到很

高兴，一方面表示支持，认为是一件大好事，但另一方

面也曾暗自担心：会有那么多人写爱情诗吗？稿源会

不会成问题？

想不到创刊号一出，稿件就像雪花一般飞来。来

稿的不光有大量“钟情”、“怀春”的青年男子和妙龄女

郎，也有许多中年人和离退休的耄耋老人。他们中有

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专业诗人，更多的是业余写诗

的教授、军人、学生、律师、工程师、医生、理发师、工人、

农民和党政机关干部。刊物主编说：“扶持和推举诗坛

新人是我们坚持的方向。我们相信，民间有好诗，民间

有好诗人。中国诗歌的活力在民间。我们把目光投向

了广大草根诗人，我们把大部分的版面给了无名诗

人。”从试刊号到已经出版的这6期看，刊物正是这样

做的。除每期在“名家有约”中发表知名诗人的作品

外，每期刊出400人左右的爱情诗，95%以上都是新人

新作，包括新诗和旧体诗词。如果把6期刊物加起来，

在《关雎爱情诗》这块园地上亮相的老中青各民族的诗

人已有2000人左右。

6期刊物发表的数千件诗作，虽然都是吟咏爱情

的，但是角度不同、感受不同、构思不同、境界不同、语

言不同、风格不同，显得琳琅满目、异彩纷呈。正如一位

诗人所写：真正的爱情，“没有终极，没有起点，它是天、

是地、是大海……”“不分日夜，不分季节，它是过去、现

在和未来……”爱情是人的心灵中、人类的感情世界中

无比深厚、无比丰富、无比奇妙的永远开采不尽的富

矿，不论过去多少人写过，今后还有多少人写，都是永

远开掘不尽、抒写不完的，而且会不断有新的发现。

爱情的个人性和爱情诗的个性化，决定了它的独

特性。但爱情的悲欢离合和幸福指数，是同国家、民族

的历史命运，同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中外古今许多大家精美的爱情诗，都是在刻骨铭心的

爱情抒写中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的。为了向爱情诗写作的深度和广度开拓，我们还应

当进一步努力。另外，已出版的6期《关雎爱情诗》，除

海男的《告恋人书》是长诗节选外，其他都是短诗。中

外许多写爱情题材的经典名作都是长诗，如白居易的

《长恨歌》、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彝族的民间叙事

长诗《阿诗玛》和傣族的民间叙事长诗《娥并与桑洛》

《松帕敏和嘎西娜》等等。今后《关雎爱情诗》可以适当

组织选登优秀长诗（包括经典的民族民间叙事长诗）。

《关雎爱情诗》创刊以来，刊物编辑部还举办过诗

人采风、诗歌论坛、诗歌评奖等活动。希望它坚持办下

去，越办越好。

有人，有爱，就有诗。艾青说：“人类的语言不绝灭，诗

不绝灭。”

人类因有爱而有诗，爱情因有诗而永恒。爱情永

恒，诗歌万岁！

有人有人，，有爱有爱，，就有诗就有诗
————读诗歌刊物读诗歌刊物《《关雎爱情诗关雎爱情诗》》 □□晓晓 雪雪（（白族白族））

责任编辑：明 江 黄尚恩 电话：（010）65005101 电子信箱：ssmzwyzk@vip.163.com 2015年8月3日 星期一少数民族文艺

两年前，第一次看到雄黄这个侗族诗人的作品时，我

眼前一亮，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欣喜之感。近日读到他的诗

集《岑庄》，更是喜出望外，原来以为他是一位文学新人，岂

料他已过不惑之年，写诗也有多年。

雄黄的文学旅程从自己的故乡新晃县扶罗镇岑庄村

启程，虽然他上学、工作之后离开了故乡，但是童年的记

忆、故乡的人与事时时萦绕在心，岑庄成为诗人文学和精

神上的故乡。对故乡的回望和惦念孕育了他的诗集《岑

庄》。在这部诗集中，作者并不局限于邮票大小的故乡的

人事，而是心怀天下，耳闻目睹之事、自然风物、生活的足

迹、生命的感悟，都被其纳入笔端。读这些诗，我突然想起

高尔基跟一位作家说过的话：“不要把您的全部注意力仅

仅集中在您自己身上，不要仅仅描述您的生活和您的思

想——要记住，成千成万的人是在类似您的情况中生活

的，他们的处境甚至比您的还更困难。要力求发现一切个

人所共有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显然雄黄不是只将注意力

集中在自我的身上，不是宣泄个人的孤独、苦闷、寂寞、

多愁善感等私人情绪，而是以个人的独特眼光审视芸芸

众生，通过精练朴素的语言反映社会人生、反映自然生

命百态，为此而使其诗获得宽广的生活内涵与深厚的情

感内涵。

例如，写给父亲的诗《烟农记》的第一节：“差点可一步

登天了。政审异常严格/狠狠地踢地主崽屁股，从空军名

单出列/走投无路。你放下书本学裁缝/扛着缝纫机翻山

走贵州，为生产队挣工分/一根直尺测人心，一把剪刀裁冷

暖/生活，被你密密麻麻打上补丁”。前面四行，文字朴素

自然，平实如话，却涵盖着一个时代的悲伤。“父亲”是个个

体，而诗中的“父亲”，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却是那个时代众

多人物的悲剧代表，是个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文学形象。“一

根直尺测人心，一把剪刀裁冷暖/生活，被你密密麻麻打上

补丁”虚实结合，将抽象的人生与生活具象化，自然贴切，

充满了独特的诗意和深刻的内涵。第二节、第三节也是在

意象的铺排中展示“父亲”走过的生命历程，同时在其中表

达“我”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一首30余行的短诗承载的

是父亲勤劳苦干、坎坷波折的人生旅程，也有时代发展变

迁的印迹。写给母亲的诗《女人》更为精练，一共才8行：

“五岁娃娃亲。你的命运，/被移交给岑庄黄府//只有月亮熟悉你，在田间地头/

弯曲的身影//你说，一生与爱无缘，/也没有什么收成——除了四个子女//乡下

没有母亲节，我很想说声‘我爱你’/但是，害怕你受到惊吓”。诗中每两行为一节

分别表现生活不同层面的内涵，第一节反映旧社会女性的命运；第二节是母亲一

生勤劳耕耘的生动描述；第三节歌颂母爱，表现母亲对子女的付出；第四节是表

现作者对母亲的感恩之心。全诗语言朴素、真诚、自然、贴切，饱含生活的多重滋

味与母爱的光芒，真挚感人。再如《烟草人唐碧滋》也是以朴实的语言和真切的

情感诠释生活，充满了生活的复杂滋味与深刻哲思。

另一首《出丧记》是一首叙事诗，同样只是短小精悍的20多行，通过满公的

丧事反映乡村的现状：“负责逐寨讨活路的二狗，火急火燎，/回来奔告：跑了五个

寨子，也凑不足抬丧的/十个青壮汉子。唉，这年头找个汉子/做药引子，万难！/

不得不花两千八百元钱，/请扶罗镇上白事公司，包送丧上山。”传统的丧事都是

集体互助的公益行为，如今乡村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只剩下留守老人与儿童，

丧事还得请白事公司。岑庄的命运也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乡村的代表，如此的现

状启人深思，岑庄的寂寥让诗人无限怅惋：“送葬路上，敲敲打打，/也驱赶不走初

秋的凉意。/谁都知道——/不久，坟头草青青，/鸟语花香。只有留下的岑庄/虚

空无边，寂寥无数，/越来越重，压在心头，/谁人送得走，/哪个抬得动？”诗歌之魅

力，就是这样通过高度凝练的语言展示生活，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和深厚的情感。

留守老人的故事并非新颖的题材，但是雄黄在这里展示出独特的艺术创造力，那

驱赶不走的初秋的凉意、越来越重的虚空和寂寥，委婉含蓄，读来无不让人动容，

并对乡村生活现状及未来充满深深的忧虑。

文学通过形象来反映生活，通过形象构成的生活图画来表现主题思想、表达

情感、传达生活感悟。有人说，文学的真正使命就是使感情成为可见的东西。那

可见的东西就是具体的生动的形象。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写作最独特的地方

在于运用形象思维表达情感，使得思想情感充满血和肉。诗人艾青说：“诗比其

他文学样式都更需要明朗性、简洁性、形象性。”雄黄的诗，不论是关于社会生活

与人情世故的描写，还是关于自然风物的描述，都没有故作高深，不求晦涩的表

达，而是通过生动的意象、自然朴素的语言巧妙组合，反映生活，传达情感，启

迪人生。比如《尘世中，一个人的节日》通过水井、星光、水雾、水桶等意象构成

一幅生活的图画，从中认识生活、感悟生命。经过生活的历练，“我”笃信老屋

后的那口水井是“我最洁净的出处”，大胆想象在星空“用笔蘸满银光，雕镂水

声”，将抽象的母爱捧起，端详母亲美丽的脸庞，在怀想中渴望回到从前。整首

诗流动着对母亲的深切感恩之情，意象的描摹虚实结合，文字简单而亲切，充

满了生命的气息，意味悠长。《车过溆浦》仅用10行诗就将一对爱人的情感生

活做出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列车依然在倒流”，列车带着“我”回到记忆深处，

回想那个胆小的女人从夜郎车站出发“将我焊接在溆浦车站”，“如今，她已移

居鹤城/我在呼啸的列车上，用电话/拨通了往事/此时，那里已经瓢泼大雨”。

同样是简朴的文字却营造出优美的诗意境界，传达出浓郁的情感。这样的诗

作在诗集中俯拾即是。

列夫·托尔斯泰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对读者来说最为重要、最为珍贵、

最有说服力的东西，便是作者自己对生活所取的态度，以及作品中所有写这一态

度的地方。”显然，从雄黄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爱、对生命的深

切关怀。正是这份无处不在的爱，让他获得了广阔的审美空间。从他的诗作中，

固然可以看到构思之妙，但是仅仅靠技巧还不足以产生好诗。是他对生活的态

度、对自然的态度让笔下的语言与形式获得了生命力。形式之美与内容之深、感

情之浓完美结合，孕育出悦人耳目、感人肺腑之作。期待雄黄今后能更多地深入

侗乡，生动描摹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的生活之美、心灵之美、文化之美和自然之美，

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阿里山的树/还在脑海里疯长/又见日月潭/拍击

心壁/山，小凉山一样/在挺立遥望/水，泸沽湖一样/盛

满了相思”。这是鲁若迪基的诗作《阿里山·日月潭》。

古人云：“目击道存”。然而，在阅读《阿里山·日月

潭》这样精美的小诗的时候，随着诗歌语言的指引，虽

然可以清晰地“目击”诗歌所呈现的物象和世界，但是

要实现内心的“道存”，即对诗美的感受和把握，却还

需要一番审美的精神运动和对小诗耐心的细读。因

为，如果我们用读报纸或看通俗电视剧的心态和方式

来对待诗歌，那么当我们阅读《阿里山·日月潭》这一类

看似简单的作品的时候，不仅可能会忽略其背后极为

丰富的内涵，而且可能还会怀疑当代诗歌的合理性。

从题目看，这首小诗自然是写宝岛台湾的代表性

风景的。前四句没有脱离读者的“期待视野”，直接写

了“阿里山”与“日月潭”。然而，在这种因期待视野的

满足而带来的熟悉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诗歌意象使

用过程中诗人独特的情感和技巧。

这四句写“阿里山”的“树”、“日月潭”的“水”。其

中，“水”不是直写，而是用“拍击”这一借代手法写出

来的。也可以理解成，第三行里直接省略了“的水”两

个字。不管作何理解，关键的是这些手法的运用避免

了诗歌句式的重复，给诗歌在节约中带来了独特的

美。假如将其还原成“阿里山的树/还在脑海里疯长/又

见日月潭的水/拍击心壁”，不仅显得笨拙，而且韵律和

节奏全被破坏。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诗歌题目的中心

意象“阿里山”和“日月潭”，在这几行诗里却做了“树”

和“水”的修饰性意象，成为“树”和“水”的定语。这种

有意的偏移非常有意思，也为后四句抒写诗人的独特

情感做好了铺垫。还应该注意的另外一个手法是，诗

人写阿里山的“树”，这里树的意象仅仅作为类的概念

而存在，没有具体的名字，可以泛指一切树。正是这种

泛指性为诗歌后半部分诗意的生成做好了铺垫和指

引。假如我们把这里的树换成在阿里山常见的“相思

树”，那么诗句就变成“阿里山的相思树/还在脑海里疯

长”，那么这首诗就会走向失败。首先是上面提到的句

式和节奏的精美与匀称遭到了破坏，还会与后文“山，

小凉山一样”中的“山”无法很好地对接；其次是如此

作实的笔法，封闭了诗歌的情感空间，失去了对下文

诗歌情感的自然引导。因为，结合后面四句我们知道，

这里的“山”和“水”其实只是诗人的比兴之象，而不是

诗歌情感的落脚点。

又假如我们只抓住这四行诗描绘情感的部分，那

诗歌的阅读重心将转移到“树”“在疯长”和“水”在“拍

击心壁”这两个点上。显然，这里的“疯长”和“拍击心

壁”都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实写，而是带有诗人明显的

自我抒情特征。其实，“疯长”不是树的生长姿态，

而是诗人某种主观情思的姿态和浓度；“拍击”的对

象也不是日月潭的岸壁，而是诗人自我的“心壁”。

在这里，“心壁”的意象用得好，它透露了诗人内心的

情感踪迹：虽然人在宝岛台湾，但情感却早已飞回了

故乡小凉山，飞回了柔波荡漾的泸沽湖；或者说，在诗

人的情思里，远方的小凉山和泸沽湖与眼前的阿里山

和日月潭已经完全合一，分不出彼此。“心壁”这一意

象的出现，也为诗歌顺利过渡到后半部分做好了一切

准备。

再来看后四句，我们原以为诗人会继续描绘阿里

山和日月潭的美，盛赞宝岛风情。然而，诗作却来了一

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给情感架起一座跨度非常大的

桥梁，让情感从宝岛台湾抵达故乡小凉山。当读到这

最后时，我们发现诗人写的是自己，写的是养育自己

的山与水。这一情感的大跨度写作，我觉得应该是这

首诗最精彩的部分。

好的诗歌通常都具有“复义”的特征，从不同的视

角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这个情感的大跨度写作，让

这四行诗的意义充满了“复义”性。首先，我们可以把

“挺立遥望”与“盛满了相思”的动作主体理解为阿里

山和日月潭，这样“遥望”和“相思”共同指向的就是诗

人渴望台湾回归祖国的爱国思想。这是一种单向度的

情感，情感的发生者（即诗人抒情的立足点）是阿里山

和日月潭。其次，我们更可以把“挺立遥望”与“盛满了

相思”的动作主体理解为既是阿里山和日月潭，也是

小凉山和泸沽湖，这样“遥望”和“相思”就把分居祖国

不同地方的两组山山水水连接在一起，它们彼此“遥

望”，相互“思念”，所隐喻的两岸彼此相思、渴望统一

的情感就更加丰富和感人。此时，“遥望”和“相思”的

情感就突破了前一种的单向度性，大大扩充了诗歌的

情感空间，增加了诗歌的情感分量。

庞德说意象“是理智和情感瞬间的复合物”。这首

小诗的每一个意象正是这种融汇了理智与情感的复

合物，在诗人成熟技艺的编织中，它们超越了形象本

身的限制，成为蕴含着独特意义的诗歌意象。

生
活
的
印
记
与
诗
意
的
光
芒

生
活
的
印
记
与
诗
意
的
光
芒

——
——

读
雄
黄
诗
集

读
雄
黄
诗
集
《《
岑
庄
岑
庄
》》

□□
杨
玉
梅

杨
玉
梅
（（
侗
族
侗
族
））

广 告

地址：100031北京市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电
话：010-66031108/66076061。本
刊每期160页，定价10.00元,全年12期定价 120.00元。2015年度
杂志仍可订阅，请读者尽快到
当地邮局订阅本刊。如当地邮
局不便订阅，可在杂志铺、当当
网、卓越网、京东商城网购或汇
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我社将
免邮费。国内邮发代号：82-106

2015年第八期 邮发代号：82-106
畅读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佳作

中篇小说月报

中篇小说排行榜
风铃 ………………… 尤凤伟
纪录片 ……………… 詹政伟
黄浦江上的白雪公主一夜

………………… 蔡 骏
伊索阿索 …………… 葛 芳
裸死 ………………… 金问渔
一纸关系 …………… 伍 瑜
孩子生病时我们都做些什么

………………… 张 暄
特别推荐
股票作手回忆录

2015年第七期目录
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获奖名单
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小说月

报》读者奖获奖名单
中篇小说
地球之眼 ………… 石一枫
芳邻 ……………… 林那北
面包会有的 ……… 苗 炜
短篇小说
甜蜜的盯梢………… 南 翔
疯迷………………… 裘山山
道是梨花不是 …… 付秀莹
金刚四拿 …（土家族）田 耳
长生 ……………… 东 君
静默的河流教会我如何讲述

（创作谈） …… 东 君
开放叙事
微篇小说五题 …… 劳 马
掌小说五题 ……… 李 黎
报刊小说选目

2015年
第8期要目

主编：王明韵。邮发代号：26—176。单价：10.00元，免邮

资。邮购地址：230001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六楼

612诗歌月刊收。联系电话：0551—62888379。

本期头条 日中韩三语连诗（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 四元康祐 明 迪 金惠顺 谷川俊太郎

南子的诗 ………………………………… 南 子
隧 道 诗路无涯：赴台皖籍诗人张默访谈录

…………………………… 张 默 朱育颖
先锋时刻 川 上 红 土 聂 权
国际诗坛 [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诗 ……… 周雪飞译

马来西亚实力诗歌专辑
吴 岸 王 涛 晨 露

现代诗经 杨献平 芦苇岸 江不离 西 边 孙家勋
宋宁刚 邵晓晖 兰 雪 李鹏南 刘腊华
颜小鲁 吴子林

诗 版 图 湖南·艺术村诗群特辑
雪 马 刘永涛 袁 炼 王金辽 田 家
何 漂 陈俊杰 赵振球 周和清

诗人随笔 马永波 闫文盛

诗歌的意象诗歌的意象、、情感与技艺情感与技艺
————细读细读诗作诗作《《阿里山阿里山··日月潭日月潭》》 □□马绍玺马绍玺（（回族回族）） 陶斯印陶斯印

日月潭日月潭 小凉山小凉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