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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这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语，此刻成了我阅读
张声仁诗集《梦中的村庄》由衷的感慨。这部
诗集是全国第一部扶贫诗集，共收录 80 首
扶贫诗，分上下两篇。上篇《爱与温暖》，下篇

《阳光与希望》。
张声仁的诗，有其明显的个性特征，他

写自己身边最熟悉的人和事。其作品多来自
对工作和生活的细致观察、思考和实践，以
自然、质朴、本真的语言来体现哲理、体现崇
高与浪漫，彰显时代特色。作品扎根人民，扎
根生活，以在场者身份，把当下行走于基层
的扶贫干部的工作和普通百姓的生活真实
地刻画了出来。

他的诗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
向，诗集里每一首诗都体现了作者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进行文艺创作的努力。《我真的
怕生病》写道：“小时候/我害怕生病/吃药怕
苦/打针怕痛/担心小伙伴们/不跟我玩//现

在成了户主的我/更加害怕生病/如果我病
了/卧床不起/杂草会趁我生病在我的地里
疯长/那些可恶的虫子/也会趁机把我的庄
稼当成它们的美食/庄稼丰收就没有指望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基层民众点滴琐事
的深切关注，透着他对人生、自然、现实波澜
的敏锐感悟、深沉思考和灵魂关照。《倾听每
一种声音》《大路上车水马龙》《农家盛宴》

《也敢去听音乐会》等，无一不是以人民为中
心。诗里书写的普通人的事，普通人的情，普
通人的温馨，都是诗意与真情的自然流淌。

他的诗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我国
在扶贫攻坚工作中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后，像
张声仁这样的一大批干部深入基层进行精
准扶贫。他的大量诗歌便是对精准扶贫工作
的描写。《2018，元旦我们将这样度过》：“两
年了/我们在这个大山深处/人烟稀少的偏
远山村/在这个雪峰山会战/曾经构筑过战
壕埋葬日本鬼子/最后一道防线的地方/摆
开了战场/与贫困进行决战/打响了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初步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战绩
……”这首诗将扶贫工作的重要性、战略性
和艰巨性展现出来。《我们走在泥泞的路上》

《我发出了一张张名片》《我总喜欢讲这些道
理》《我也断过家务事》等，写的都是扶贫工
作实践。这些作品反映着这个时代的风貌，
蕴含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体现出求真务实的
工作作风，用了真心，动了真情，出了真招，
是一份实事求是的工作报告，更是消除深度
贫困、决胜全面小康的行动宣言。

他的文字简朴、真挚，将亲情、友情及人
间的真情都原汁原味地表现出来，不沾染铜
臭，自自然然，本本真真。他的诗《孩子说不回
家过年》：“昨天晚上，老大/我在省城上大学
的孩子/打回电话/说已经找到了一份/收入
很不错的寒假工/今年春节她不回家过年/听
到这个消息/我一夜无眠……”将扶贫对象懂
事、勤劳、励志的孩子，及贫困家庭中父母对
孩子的牵挂与内心的不安跃然纸上。信手拈
来的乡土叙事，催人泪下的情深意切，多愁善
感的细腻触摸，庸常生活的哲思发现，率性而
为的心灵倾诉，都以最质朴的文笔，以真情为
灵魂进行诗歌创作。张声仁的诗还原了日常
生活的丰厚质地，发掘了平凡生活的温暖诗
意，讴歌了人性中的真善美。几近原生态的文
字，却有着空旷的艺术张力。

张声仁的诗，是嘹亮而又寂静的书写。
他的诗歌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取
向，是来自基层扶贫路上的真情歌吟。这种
对当下社会重大主题的艺术观照，始终保持
本真自我的总体定位和民间立场，使他的作
品总是闪烁着质朴的光芒。天赋真情的诗人
热情拥抱着自己最熟悉的生命与生活。其作
品诗意既丰赡饱满，又有着绵柔持久的艺术
韵致。诗人在且行且吟中，参与着新时代最
动人最暖心的合唱。

（张声仁，洞口县人，1989年毕业于湘
潭大学哲学系。199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诗歌入选《家园守望者》《世纪末的田园》《湖
南新乡土诗派诗选》等多种选本）

●文本细读

扶贫路上的歌吟
——读张声仁诗歌集《梦中的村庄》

窗 外

白天（1907-1973），原名魏
巍，别名浩然。1939年，任国民革
命军 93 军少将参谋长，副军长。
1957年3月26日，被授予新中国
的开国少将军衔。

魏巍是隆回县金潭人，毕业
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他从军校一
毕业就参加了北伐战争，以后在
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排长、参谋、
营长、副团长、参谋主任、团长。
参加过长城抗战。后来在国民党
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国民党
83 师刘戡部队的参谋长。七七
事变后，在河北、山西抗日。

1937 年，魏巍赴延安考察，
参观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
拜会了罗瑞卿、萧劲光、谭政等八
路军将领，探讨开展政治工作和
民运工作的作法。在延安，抗大
教育长罗瑞卿向他详细介绍了抗
大办学规模和宗旨、授课的内容
及学校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并赠
送给他一批抗大的教材。考察
中，魏巍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接待，使他感受到了八
路军的优良作风，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和信心。魏
巍向毛泽东表示，真诚地希望到八路军工作。毛泽东
则说，抗日在哪里都一样。共产党希望与国民党的进
步人士交朋友，将来合作的机会甚多，这也许比在八路
军中工作贡献要大。魏巍与罗瑞卿二人约定，今后不
管发生了什么变化，双方军队多加强联系和合作。魏
巍回到国民党部队后，按照在延安与罗瑞卿约定的联
系方法，在太原、武汉等地多次会见周恩来和彭德怀同
志，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团结进步青年，从事
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魏巍的抗日进步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不
满。魏巍的活动多次被特务跟踪，其情况密报南京，军
统下令对魏巍采取暗杀手段。他向军长刘戡表明了投
共的意愿。刘戡念及魏巍对他的救命之恩，在自己家
里为他饯行，泪流满面地举杯说：“我与你共事多年，情
同手足。现在因思想不同，你要离去，人各有志，我不
挽留，但愿友情常在。”饭后，刘戡派半个手枪班护送魏
巍离开93军营地。从此，魏巍脱离了国民党，于1941
年到八路军总部工作，改名为白天。

1941年，白天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被任
命为前方总部参谋处长、太岳军区补训师副师长、中央
军委高参室副主任。1944 年，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怀
疑，被朱德总司令保护下来。解放战争中他被派到东
北工作，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处长。1948年底，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林彪组织指挥第四野战军
开始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人民解放军集结了数十
万部队，与国民党举行大决战，攻克锦州、沈阳后，被围
困的长春国民党部队更加孤立。国民党60军起义后，
第四野战军的领导考虑白天原来曾在国民党军队工作
过，有一些旧部，任命他为60军副军长。白天在党的
领导下，与60军曾泽生等领导一起，对这支国民党部
队进行整训。他现身说法，讲述多年来在共产党的领
导下，努力工作，受到信任和任用的事实。这对军队里
的高、中级军官是切身有力的教育，使原国民党60军
终于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
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出任南京军事学院战
役战术教授会主任、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队训练局副局
长、炮兵技术学校校长等职。1957年3月26日，白天
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8年，白天退出现役，先后出任哈尔滨市副市
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从事战争史研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
勋章。

白天能文能武，他的军事史研究专著，就像文学
作品一样，笔法灵活，语言生动，毫不枯燥。正因为他
的文艺天赋，在国民党军93军时期，他把该军的抗战
文艺搞得丰富多彩。可以想见，白天一生应该会留下
不少诗词作品的。然而，编者费尽洪荒之力，竟然只
找到一首《五律》：“彷徨垂十载，苦学觉迷津。漏网奔
微曙，挥刀斩劣根。赤诚摧霸道，白手拯民生。汤火
匆回顾，高歌寄故人。”这是他在投奔八路军途中作的
一首述怀诗，当时他抄录了三份留送战友。如果不是
战友们保存了这首诗，本集中将看不到白天半点文学
作品的影子。

白天喜欢写作，每有感慨，便书之笔端。据他的助
手诸葛计回忆，在王（力）、关（锋）、戚（本禹）被端出来
后，白天难抑兴奋的心情，以小字报的形式写了一首七
律，贴在三号楼厕所门口的墙柱上。但是，这首诗也没
有保留下来，诸葛先生只隐约记得其中一联是：“逆鳞
刚起千丝浪，巨手随擒一撮虫。”

……
无论是在国民党93军，还是在八路军、解放军里，

白天所担任的基本是副职和参谋长，其关于作战方面
的著作多是署长官的名字，不便作为他的作品选录到
本集中来。

《白天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白天本人的作品
选，包括《太平天国战略分析》一书的节选、《唐末农民
战争的战略问题》《明末农民战争战略问题散议》《对

〈中国历代战争战略研究初稿〉的意见》（摘录）等，以及
他的诗作《五律》一首、致女儿的信一通。下编收录了
他人介绍、纪念白天生平事迹的部分诗文，以及与白天
将军相关的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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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一样，新诗发展到如今，一首好诗的标准
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好诗最重要的标准是要
有辨识度，有人认为创新很重要，也有人认
为一首好诗的标准，语言首当其冲......

那么，在名家眼里，好诗的标准又是怎
样的？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元胜
眼里的好诗又长啥样？去年，本人就有幸在
老家邵东的一次诗会和“名家讲堂”上聆听
了李元胜的精彩讲授。

“虚度先生”与“昆虫诗人”

李元胜，四川武胜人，媒体人，诗人，作
家，生态摄影师，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机专业。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重
庆文学院专业作家，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李元胜因一首诗歌而成“网红”是2014
年。当时他的一首诗《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在

《诗刊》发表后，引发广泛关注。在“读首诗再
睡觉”微信公众号推送时，一周内创下16万
的打开率。后来，《我想和你虚度时光》由央
视主持人任鲁豫朗诵，打开率超过 600 万，
一下子就把作品带到了普通大众面前。据
说，这首诗的转发次数总共超过一千万。李
元胜因此被坊间称为“虚度先生”。

2014年8月，“虚度先生”李元胜凭借诗
集《无限事》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2015 年 10 月，出版诗集《我想和你虚度时
光》；2016年5月，他凭借《我想和你虚度时
光》获得了《凤凰生活》杂志十周年暨幸福荟
第三届“美动华人”年度(2015)最具影响力华
语诗人大奖；2016年11月，“中国·李庄杯”
第十三届十月文学奖在四川宜宾颁奖，李元
胜因组诗《命有繁花》获十月文学奖；2017年
11月，李元胜获得中国新诗百年“百位最具
影响力诗人”称号；2018年3月，李元胜凭借

《天色将晚》获得2017年度陈子昂诗歌奖年
度诗人奖。

其实，李元胜诗名之外更牛的是以拍摄
昆虫出名，可以说是走到哪拍到哪，对自然界
的生灵充满了敬畏。湖南省诗歌协会常务副
会长罗鹿鸣就在授课现场爆料,“家中有三本
李元胜的虫虫畅销书”。至今，李元胜已出版

《自然日记》《昆虫之美1：精灵物语》《昆虫之

美2：雨林秘境》等关于昆虫的科普读物。

一首好诗的标准

在邵东县作家协会举办的“名家讲堂”
上，李元胜给广大诗歌爱好者带来了一堂关
于“当代诗歌的阅读与理解”的精彩讲授。

“一个诗人写了几首好诗后，为什么突然
熄火了？”李元胜说，诗歌持之以恒需要内功。

他在讲座上，重点举例讲述了几个诗人
的作品。他先是举出西娃一首获大奖的《哎
呀》：“我在飞快宰鱼/一刀下去/手指和鱼享
受了，刀/相同的锋利//我“哎呀”了一声//父
亲及时出现/手上拿着创可贴//我被惊醒
//父亲已死去很多年//另一个世界，父亲/再
也找不到我的手指/他孤零零的举着创可贴/
把它贴在/我喊出的那一声‘哎呀’上。”

他除了列出著名诗人陈先发的评论外，
指出该诗语言效率极高，干净，高效；其次，
是该诗的戏剧化效果。

接着，李元胜举例人邻的《荒草》：“把山
坡上的荒草，那被/秋风加重的荒草/按在纸
上//我需要这荒草/我需要能静静地按住荒
草的/时间//我要窄窄按住/直到它们突起、
杂乱/怎么也无法止住它们的/深秋里骇人
的荒芜。”

李元胜对此诗经行了点评：“一直喜欢
人邻低调、克制、缓慢的写作。低调有利沉
潜，克制避免了追求语言效果而产生的匠
气，而缓慢能让我们看到更深的裂缝。《荒
草》这首小诗正好是个例子。在我的眼中，这
首诗既写荒草，也写书法，它们互为替身，所
以汉字也面临秋风，荒草面临不安的手指，
它们互相承担着对方面临的无边秋意。”

李元胜接着讲授了宇舒的《写给11月6
日的梦境，和它的消失》、马新朝的《夜行
人》、张远伦的《一声狗叫，遍醒诸佛》。李元
胜点评说，宇舒的《写给11月6日的梦境，和
它的消失》，这首诗难得而又精确地呈现了
当代感情关系的复杂性，用作者本人的话
说，“现在是一个感情的‘乱世’”；李元胜就
马新朝的《夜行人》谈到了三个层面的夜行，
即大平原上、民间传统中、个人内心深处；而
张远伦的《一声狗叫，遍醒诸佛》，李元胜表
示，这首诗画面感极强，近有幼犬的出生，中

有老妪的晚景，远有村子的沉默，犹如生命
的三个台阶，被一条黄狗的叫声串联起来、
测量出来，表达出神秘而隽永的时空感以及
对生命的礼赞。

最后，他举例讲解了自己是如何创作《良
宵引》和《玛曲》的。他认为，一个诗人的诗歌
创作，创作初期要过语言关；创作成长期要避
免落入套路；创作成熟期要有视野，见格局，
不恋技巧，不弃粗砺。进而，他谈到他眼里的
好诗标准：首先是一首诗歌的创新；其次，是
诗歌的原创性；再次，是诗歌的格局。

关于“鲁奖”诗歌的问题

在讲座现场，李元胜回答了诗歌爱好者
提出的各种挑剔问题。

有人提出，几乎每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诗
歌奖的出炉，都会引来争议。2018年评出的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相对争议小点，但
依然有争议，比如为什么今年得奖的诗人，
如汤养宗、张执浩等看起来似乎都是口语类
诗人，从诗歌多样性出发，这样的结果有点
遗憾；再比如女诗人最后为什么是杜涯胜出
而不是路也？

李元胜从他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读。他
说，首先，2018年获奖的诗人，并不都是口语
诗人，只是“看起来像”而已。其次，关于女诗
人杜涯和路也的获奖问题。李元胜说，杜涯
和路也与他都是朋友，杜涯的诗更多写苦
难，旷世哀愁；而路也的诗，抒情气质更浓。
从个人喜好来说，他更倾向于路也的诗多一
点，“当时结果出来时，也觉得有点意外”。

●作者发言

李元胜眼里的好诗长啥样
——听“鲁奖”得主、“虚度先生”聊诗

曾 昶

（《梦中的村庄》，诗歌集，张声仁著，团
结出版社2018年版）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诗歌集，李元
胜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