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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长期受父亲的熏陶，我自幼爱上了
文学和新闻。20多年来我所从事的工作正
和自己的爱好合拍——长期担任媒体编
辑记者，身兼作协主席，插上“新闻”和“文
学”的“双翼”，助我的事业飞得更高。

初学写作时，我什么都写，小说、诗歌、
散文、新民歌、故事、曲艺等都尝试过。我跟
着父亲学写新民歌时，曾有多首习作登上
了《宝庆文艺》《民间文学》等刊物；后来又
在父亲指导下学习旧体诗和楹联写作，曾
有20多首七绝刊发于《江南诗词》等刊物，
并相继加入了邵东诗词协会和楹联学会，
而且还担任多年理事；同时我也写过歌词，
曾加入新邵在全国颇负盛名的“野菊花歌
词学会”，有几十首歌词分别在《宝庆文艺》

《邵阳日报》《湘江歌声》刊登……
在“坎坎坷坷”走过这一路之后，我才

逐步认识到自己还是得与时俱进，改弦易
辙“从头再来”。读了几十年的诗，也写了
几十年的诗，感觉自己依然在诗的门槛外
徘徊。于是，我拼命阅读优秀诗歌，吸收营
养。读得多了，心中便蠢蠢欲动。20世纪90
年代，我的《端午水涨了》《中秋月》《江南
少女》《江南四月》《山道·老人》等诗陆陆
续续发表在《邵东报》《邵阳日报》和《河池
日报》。2006年7月，我精选发表的文学作
品159件结集为《乡风四味》，作品按体裁
分为诗歌、歌词、散文、文艺评论四辑。书
中收入最多的是诗歌，共58首。

我对诗歌保有一份“虔诚”。不管时
光如何更迭，世事如何变迁，我的诗观不
变，我的诗心不改：“我手写我心”，弘扬

“真善美”。我始终坚信：只要情系诗与远
方，人生自有芬芳。

我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大好河
山，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我喜
欢旅行，也影响了身边不少文朋诗友，我
们常常或随团、或自驾到全国各地采风。
特别是近几年来，邵东作协常常组织会
员“走出去”，开拓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
的创作灵感。

诗歌这种“轻武器”便于记述自己的
出游行踪，抒发自己的旅途感受。喜欢旅
行的我，胸间笔下，自然出现了不少“旅
游诗”。如早期的组诗《平原掠影》《水乡
写意》《三峡写意》《放歌佘湖山》《常德吟
草》《龙脊写意》《壶瓶山放歌》《如歌的通
道》等，具有鲜明的节奏感。而近年来的
组诗《拜谒井冈山》《行吟岳阳》《行吟大
西北》《雁城鱼粉故事》等等，都是经过反
复酝酿、不断打磨的“成品”，都倾注了我
的心血，呈现出较为个性化的语言特色。

写诗的过程中，我本人自然是坚持
多读、多练、多思考、多请教，积极努力提
高创作水平。2019年以来，我坚持每个月
至少写出一组像样的作品来。初稿写出
后，我多方请教、反复斟酌、不断修改。在
如此锲而不舍的精心打磨下，才有了《身

边的匠人》《倾听民乐》《少年拾趣》《生命
的舞蹈》《乡间的美味》《野草及其他》《清
明忆慈父》《光辉的历程》《好玩的正月》

《家乡的年味》《科技助我飞奔》《车马灯》
《身边的亲人》等打上生活烙印和时代印
记的诗歌作品，纷纷登上了《诗刊》《诗
潮》《诗歌月刊》《草原》《阳光》《湖南文
学》《湘江文艺》等“大雅之堂”。

通过 30 多年断断续续的摸索和历
练，我在文学旅途备尝艰辛，个中滋味难
以言表。但对于“乐天派”的我来说，从未
叫过苦，更从来不言放弃。特别是在诗歌
之旅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虽然只捡拾
了几枚小小的果子，我依然自得其乐，心
里美滋滋的，真可谓“知足常乐”也。

要说对诗歌创作有什么心得和体
会，个人以为，诗歌创作首先必须有感而
发，千万不要“为赋新词强说愁”，必须带
着感情去写，叙事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抒
情。倘若你的作品连你自己都感动不了，
就绝对无法打动别人。其次，写诗必须语
言通俗，不能拗口费解，万不得已不用生
僻字，语句的排列、节奏也要有所讲究。
再次，写诗要注重从平凡的事物中发掘
新意，千万不可人云亦云，一味跟风模
仿。另外，诗要追求美感，语言美、形象
美、意境美……当然，拉拉杂杂扯了这么
多，自己做得如何，全凭读者朋友品鉴。

（唐志平，邵东市文联副主席）

作者发言

我手写我心，弘扬“真善美”
——我的诗歌创作体会

唐志平 在邵东举办的中秋诗会上，我有
幸遇见了陈莫，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
人。她还赠予我她的诗集新作《轻拿轻
放》。后在与诗人陈群洲先生的闲聊
中，他也高度评价她。在回家的途中，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陈莫的诗集。

读陈莫的诗，就如同观赏一株
静谧的幽莲。它悄然绽放于波光粼
粼的水面，不张扬，不喧哗，却在细
微处显露出深沉的力量和独特的
美。陈莫的诗以其独有的风格，像幽
莲一样在我的心中缓缓展开，散发
着淡淡的香气。

陈莫本名叫陈志莲，她还有一
个笔名：半朵幽莲。这个笔名恰如其
分地体现了她诗歌的风格——静
谧、深远、细腻而精致。

“给你寄一只玻璃瓶/里面装满
了三亚的、丽江的、厦门的、青岛的、
乌镇的/大海、空气、风、阳光、夜色
……快递单上，慎重地写下几个字/
轻拿轻放送/就像，我们之间的感
情。”诗集开篇的这首《轻拿轻放》，
如同幽莲待放的花苞。诗人将心中
的情感和对远方的向往，细腻地装
进玻璃瓶中，传递给远方的爱人。这
种情感的表达，既含蓄又深远，如同
幽莲在静默中展现的生命力。诗中
的“轻拿轻放”，不仅是对脆弱的玻
璃瓶的描述，更是对诗人情感的隐

喻。这份情感，如同幽莲般纯洁而脆
弱，需要被温柔对待。

“夜深。他们躺在床上，各自躺
在一张床上，中间隔着一条银河。”
（《她看到星星坠落》）陈莫通过“银
河”这一意象，表达了人与人之间虽
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的距离感。

陈莫的诗歌，情感细腻，内涵深
邃，很有张力。在阅读的过程中，不
仅让人感受到了诗人的情感波动，
也体会到了其中的美学价值。如《悬
赏》一诗，我就从中看到了一幅充满
情感张力的画面——“古镇、临水长
廊，他朝我走来/脸上满是陈年的沧
桑，如果他不笑，我们一定就这样错
过了/那该死的笑，说不清是春水漾
起的涟漪，还是午后向日葵在摇曳
……两把飞刀，突然从暗处飞来/他
拥着我，快速闪躲。银亮的弯刀，一
把深深地嵌进廊棚的木柱里/一把，
飞进现实/变成手中的软笔/在宣纸
上，不会画画的我，细细临摹/你的
样子。最后，题上两个字/悬赏。”

读陈莫的诗，我感觉她诗歌中
的每一个细节，都像是幽莲的花瓣，
细腻而精致，共同构成了一幅动人
的画卷。陈莫的诗歌，如同幽莲一
样，以其静谧而深邃的美，深深触动
了我的心灵。

（熊烨，武冈市作家协会主席）

文本细读

情感细腻 内涵深邃
——读陈莫诗集《轻拿轻放》

熊烨

二十四节气，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在二十四节气申遗
成功八周年之际，笔
者读到青年才俊、诗
人 周 栩 可（祖 籍 武
冈）的新作《栩可诗
选·最 美 廿 四 节 气
诗》，觉得他向世人
唱响了一曲农耕时
代“时间智慧”传承
与创新的颂歌。

这部诗文集，精
选了栩可关于二十
四节气的 24 篇主题
诗作和 24 篇散文随
笔。全书分春夏秋冬

四篇，每篇分别以吟咏各节气的诗词立纲、以
散文张目、附以前人诗赋，创意新颖，构思巧
妙。书中每一首诗作和散文都如一幅精美的
画卷，展现了四季变换的魅力，向世人传递了
诗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更让世人领略
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如“春之篇”中的开篇之作《五律·立春》，
以其精炼的语言和深邃的意境，展现了春天
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景象。此作是一幅生动
的春日画卷，也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哲思的诗
作，让人感受到诗人对春天的热爱和对生命
活力的颂扬。

又如“秋之篇”中的散文《秋分桂子香飘
远》，语言流畅，节奏感强。作者通过对秋分时
节的自然景观、节日习俗、市场景象和田野感
受的描绘，展现了其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
之美的赞美。文章通过对中秋节的描述，强调
了家庭团聚的重要性；通过对秋分时节的描
绘，表达了对生命不同阶段的思考。作者鼓励
人们“学会珍惜、学会感恩、学会放下”，在快
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寻找内心的宁静。

至于附录的前人诗赋，也恰到好处。如
“冬之篇”中，作者分别分享了杜甫、白居易和
陆游吟咏冬至的诗篇。杜甫的《小至》别具一
格，通过对刺绣、葭灰、岸柳、山梅的细腻描
写，展现了冬至后阳气渐生、春天即将到来的
景象。作者分享前人诗作，意在追溯廿四节气
的历史渊源。栩可的主题诗词《卜算子·冬
至》，与杜甫的《小至》形成呼应，二者异曲同
工地展示了天地自然和人情风俗的大美。

《最美廿四节气诗》让人领略了农耕时代
“时间智慧”传承与创新的内涵，展现出中国
传统文化无穷的魅力，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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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土生土长的崀山人，真性情
的范诚对生他养他的故乡念兹在兹。
他立足故土，挖掘、解读崀山文化，先
后出版了《崀山乡土》《崀山走笔》等
散文集。近几年，他撰写、出版的乡土
文化散文集《吾乡吾土》，试图全方位
挖掘、解读故乡的民俗风情，情真意
切，朴实感人。

《吾乡吾土》分为“乡村记忆”“节
日风俗”“山乡风情”“乡土美食”“神秘
文化”五部分，收录乡土文化散文100
余篇，20多万字。在自序里，范诚坦露
了创作动机——为故乡留影。身处大
变局时代，面对渐行渐远的故乡、渐行
渐远的乡土特色文化，对故乡一往情
深的范诚，以一己之力，对独特的乡土
特色文化进行抢救性挖掘和记录。对
范诚来说，“故乡在我的眼中总是魅力
无穷的”：故乡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父
老乡亲勤劳朴实，真诚善良。文化遗
存、民族风情……无不“吸引我，感染
我，令我陶醉，令我回味”。在范诚眼
里，故乡的文化底蕴深厚，特色纷呈。
这里人才辈出，如北宋初年的“宋三
周”、南宋名将杨再兴、明朝时两广总
督李敏等。加之相对封闭，这里孕育了
丰富多彩的文化，比如少数民族文化、
农耕文化、狩猎文化等。

文如其人。范诚为人率真，文风
朴实，不雕琢，不伪饰。布局谋篇时，

率性而为，“中篇”居多。文有大法而
无定法，范诚深谙此道。开卷品读，特
色纷呈，耐人寻味。

《流失在远山的火把》纵线(时
间)贯穿，横线(空间)辅之，首尾呼应，
中间插叙火把制作、看戏、看电影等
情节，画面感足。《夫夷江上排古佬》
以排歌开篇，先声夺人，插叙夫夷江
的历史地理文化，彰显了此地的深厚
底蕴。此文生活气息浓，“点”与“面”
相结合，先写排古佬群体，再写“白公
渡一位放排老人”，最后回归现实，感
慨深沉，余味无穷。《走进野生茶的自
然王国》采取常规游记式写法，开篇
直奔主题，不枝不蔓；插叙中呈现舜
皇山的历史、地理、人文；最后写野生
茶的开发，呼应开篇，紧贴现实。

在朴实的文字之外，范诚特意为
文配图。文字抽象，图片直观，两相结
合，相得益彰，添彩不少。如此，作者
如导游，读者如游客，随作者漫游崀
山，在独特而神秘的崀山文化画卷里
流连忘返。

通览《吾乡吾土》，也有美中不足。
比如有些文章的标题。标题是文章的
眼睛，100多篇乡土文化散文，极少数
标题似可商榷——比如《碾米的历程》

《上梁的习俗》《乔迁的习俗》等，似觉
太实太细，不够简洁。比如篇幅。有些
超“短篇”，读来意犹未尽，不免遗憾。

读者感悟

对崀山文化的深度挖掘和深情记录
——读范诚乡土文化散文集《吾乡吾土》

贺有德

在传统文化的璀璨星河中，对
联以其独特的魅力闪耀着光芒。而
在追求对联艺术的道路上，有一位
执着之人，他就是隆回县岩口镇乡
村小学教师刘桂树。

2019年，我就任岩口中心学校
教学副校长。第一次与刘桂树交流是
在微信上，我们聊着聊着，就不自觉
地聊到了对联。他说特别喜欢岩口人
写的一副对联：“客从何来，者番劳碌
征尘，极岭峻山崇，世路几经奇险处；
我行且止，对此放空眼界，笑云奔雾
逐，众峰都在急忙中。”看得出来，此
时的他，只是一个对联的崇拜者。结
束聊天之际，我赠了他一联：“桂馥兰
芬香教苑；树葱花美醉心芳。”

2020年暑假，岩口中心学校组
织了一次传统文化培训。在培训中，
他听了邵阳市楹联学会会长邹宗
德、隆回县诗联协会原会长马轶麟
等一众大家的授课。2020 年，岩口
镇诗联学习班成立。在开班仪式上，
刘桂树代表学员发言。2021年4月，
邹宗德到洞口讲《如何提高对联的
写作水平》。本在湖北出差的刘桂
树，连夜开车赶回来听课。2022年，
隆回县100名诗联名师培训计划启
动。他又一次接受了邹宗德、马轶麟
等老师的教导。

起初，对于对联的平仄、韵律等规
则，他感到十分困惑，那些复杂的要求
就像一道道难以跨越的沟壑。但他并
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将这些困难视
为挑战，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投入到学
习中。在培训班里，他总是最积极的那
个，认真听讲，仔细做笔记。除了完成
培训班的学习任务，他还利用一切闲
暇时间自学，并总要我给他加内容加
难度。有时凌晨1时了，他还在谈对联，
甚至狂妄地表示：不“对”此联，今夜无
眠。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对
联创作的内涵，刘桂树广泛涉猎各类
书籍。他的书房里堆满了各种对联书
籍。从古代的名联到现代的佳作，他都
一一研读，汲取其中的精华。尤其对邹
宗德著的《对联创作学》，更是爱不释
手。同时，他还注重观察生活，从日常
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中寻找创作灵感。

一天下午，他又缠着我对对联。
看到满山的红枫，我随即出上联“枫
叶烧红山艳艳”。他的下联是“苇尖缀
绿水悠悠”。我随即问他，芦苇此时还
没转黄？然后就没看到他的回复了，
我猜这家伙应该也知难而退了吧。谁
知黄昏时候，他兴奋地告诉我：“我刚
特意去新邵县的白洋塘看了，芦苇还
是绿的。”他到白洋塘，来回有40公
里。他的执着震撼到了我。

在学习对联写作的过程中，刘
桂树深知实践的重要性。他积极参
加各种对联创作，每一次创作，他都
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分析自己的
不足，然后加以改进。经过一次又一
次的尝试和磨练，他的对联写作水
平逐渐提高。其中题邵东怡卉园联

“献媚长虹真出彩；争萌粉蝶好生
情”、题崀山刘氏宗祠联“夷水撩情，
石鼓无声关曲直；崀峰叠翠，龟碑有
迹见方圆”等被《邵阳楹联》评为优
稿，题隆回白马山联“物是人非，青
苔欲隔绩麻事；山奇岭峻，白马曾留
得道痕”刊登在权威杂志《对联》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
的努力，刘桂树开始崭露头角。他的
作品不仅对仗工整、韵律和谐，更蕴
含着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意境。然
而，他并没有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
他开始与更多的对联高手交流切
磋，不断学习和吸收新的创作理念
和方法。

2023年8月，一场大病，使得刘
桂树的智力和体力受到摧残，他不
得不停下所有教学任务，休假在家。
我以为，名师培训班的学习他不会
参加了，然而我又失算了。每次培
训，第一排最靠近讲台的那个位置
都被他霸占了。

在社区，他经常免费为居民书
写对联，并推广对联文化。归岗后，
他会为学生们上对联写作课，激发
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他总说：

“我自己无法做到很优秀，但我可以
努力让后一代很优秀。让他们从小
接触并喜欢对联，创作出优秀的作
品。”为这，邹宗德会长赠他一联：

“桂香教苑；树荫兰荪。”

印象记

桂香教苑 树荫兰荪
——记沉迷对联写作的刘桂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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