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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艾 清 老 师 的 散 文 诗 集《穿 过
季节》（团结出版社 2022 年版）出版
了，其洗炼的语言、精巧的构思、幽
美的意境、深刻的哲思深深地吸引
了我。

散文诗是一种介于散文与诗中间
的文体，其语言特色与诗歌、散文明显
不同，既不像散文朴实，又不像诗歌空
灵，但又有散文的形式、诗歌的意境，其
篇幅一般在数百字较合适，以精炼的语
言、精巧的构思表达主题思想。刘艾清
能抓住散文诗文体的特点，以小博大，
选材运镜，字斟句酌，架构宏大，细腻中
凸显磅礴之气势，予人振奋。如《中华
之思》，自古至今，自东海之滨至大漠高
山，自西沙群岛的女兵到北国之春，以
典型的意象搭建跳跃式场景，歌颂祖国

大好河山的壮美，歌颂祖国最新的辉
煌。以思想之骨搭建诗作巨大的美学
空间，大气磅礴，雄健有力。又如《壶口
瀑布》，作者以壮实的笔触勾勒黄土高
原的坦荡、粗犷，写黄河之水犹如黄龙
摇山动地一路狂奔入海，呈现出一种大
美，读者可壮胆欣赏一曲大自然的千古
绝唱。其《山海关》，以虚实相融的想象
催发读者的激情，将读者带入到刀光剑
影、金戈铁马、炮声震天、硝烟弥漫的战
场之中。

其山水散文诗，不停留于歌吟山
水，记录旅游情愫，总是有求索感、陌
生感、兴奋感，凸显出散文诗作的异质
化特点。山水散文诗忌平铺直叙描景
状物波澜不惊，刘艾清剔开游记的套
路，以景点为触发点，燃亮自己挖掘的
煤，迸发自己的情感，痛则伤痛、惜则
惋惜、喜则欢喜、忧则忧愁，深刻而灵
动、生动而感人。如《画里乡村库宗
桥》：“春风的魔笔扫遍了十里画廊，金
质的碎裂嗡嗡作响，油菜花仙在库宗
桥翩翩起舞。”开花的声音如同金质器
皿碎裂了，发出嗡嗡声响，予人以无限
美妙的想象。《行走张家界》：“以面照
一照张家界的山峰，再以张家界的山
峰照照自己，尘封千年的闺房浑然天
成。”不直接说观看美景，而虚掷一笔，
构筑神奇的想象空间。书中，如此写
法之篇章不胜枚举。

文似看山不喜平，一篇佳作的完
成，可能一气呵成，也可能反复酝酿，反
复修改。刘艾清冥思苦想，寻找最佳的
表达方式，将自己的意思朦胧隐晦表
达，予人以深邃之感。如《穿过沉寂》：

“日子一天天积压成黑夜，黑夜愈来愈
厚，深处沉寂如初。从黑夜里醒来，一
定拿镜子照照，是否是我。我是阳光的
思想，我是演员的观众，我是穿越者

……”文字显得朦胧深邃，没有一定的
生活经历便很难进入作者曾经的体验
之中。又如《隐秘的探头》：“第三只
眼睛，阴森可怕，这隐秘的探头，说什
么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便是千军万马
……留白成了池塘，成为眼睛，能看
清天上的飞云和蜻蜓。黑夜收回虫
鸟鸣声，只有夜才能画出夜，才能画
出夜的深厚无边……遗忘的过程是
雨滴掉进湖里，并且成为湖水本身。”
文 中 点 明“ 留 白 成 了 池 塘 ，成 为 眼
睛”，那么池边的柳枝绿叶、林中的斑
驳阴影，甚至人的思想，都可能成为
眼睛、成为探头，这么看来草木皆兵，
并非是夸张之词。

刘艾清散文诗的创作题材广泛，表
现手法十分灵活，小题材折射大道理，
精巧构思中蕴含深刻的玄妙。如《方
向》：“注意，世上最容易迷失的就是方
向。你从夜晚出去，又从夜晚归来，你
是烟火之身，又是光亮之身，在白天你
找得到自己吗？他们自由着，闲下来的
时候，才会去擦拭一扇扇窗口。”这一扇
扇窗口可能是生活之门、命运之门、机
会之门，可我们总是找不到自己，总是
要看他人的脸色行事，走往哪儿，如何
行进，总是难以把握好方向，说得多么
贴切，令人信服。

散文诗创作的难度在于在有限的
文字内承载极其丰富的哲思，且不可
直白浅显，应蕴蓄无穷的韵味，需要读
者以生命经验与审美能力去领悟，才
能真正抵达创作者的真正目的。刘艾
清散文诗篇章涉及题材内容相当广
泛，写作手法灵活多变，情感浓郁、语
言精美、构思巧妙，立意深刻，这些足
以表明他在散文诗创作方面做出了有
益的探索。

（袁进田，邵阳日报记者）

◆新书赏析

季节里的万千风情
——刘艾清散文诗集《穿过季节》浅析

袁进田

我迷恋《呼兰河传》，读很多遍
也不觉得厌倦。仿佛作家萧红还在
那座到处都是蝴蝶自由飞舞的后花
园里，没有长大，没有坎坷，没有不
甘，永远都是自然的孩子。这是萧
红生命中最明亮的光，这光温暖了
她短暂又动荡的一生。

萧红的一生，犹如扑火的飞蛾，
因了一点光亮，就拼尽全力。尽管
理想虚无缥缈，人生颠沛流离，但她
从未失去过希望。这希望来自《呼
兰河传》中，生机勃勃的后园。在这
小小的后园里，一切都是活泼的，健
康的，散发着迷人的芳香。阳光安
静洒落下来，将紫色的茄子、绿色的
豆角、秀气的韭菜、轻盈的蝴蝶、忙
碌的蚂蚁，一一照亮。这时的后
园，是一个孩子全部的世界。呼兰
河小城里的人们，在忙着生、忙着
死，因为别人的生与死，笼着袖子
隔墙看着热闹。或直接爬过墙头，
走进院子，推开房门，对着那些穷
苦的人们指指点点，用他们的悲惨
滋润着自己枯燥乏味的生活。只
有天真的孩子，留在花园里，看黄
瓜爬上架子，看倭瓜结出果实，看
鸟儿冲上云朵，看太阳落下墙头。
就是外面一声声叫卖的小贩，也不
能打扰她的快乐，这散发着山野气
息的质朴的快乐。

恰恰是这样纯真儿童的注视，
让橘黄的爱与暖加倍，也让卑微的
生和残酷的死，愈发地刺痛人心。
我因此想起自己的童年，和我所写
下的鸡零狗碎的日常。这个小小的
村庄，在辽阔的北方大地上微不足
道，就连地图上都不曾出现过它的
名字。它比呼兰河还要小，它也不

曾走出过重要的人物，我甚至不知
道它什么时候出现的，仿佛它从人
类这一物种诞生的时候，就在宇宙
中存在了一样。而它会不会消失，
又何时消失，也没有人关心。它像
一株山野里的树木，悄无声息地坐
落在大地上，路过的人看见了它，也
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一眼，便即刻将
它忘记。而在这个村庄里生活的人
们，也敷衍了事地一日日活着。他
们互相伤害，因为嫉妒自己所没有
的一切。他们也坦露真情，尽管这
份真情常会被人误解。他们努力地
活着，像丛生的野草，以强大的生命
的力，忍受着风雨，向着更广阔的天
空伸展。如我一样的年轻人，通过
读书离开了村庄，在天涯海角洒下
种子，且再也不曾回去。而更多的
父辈，则长久地留在这里，日复一日
耕种着土地，并用这耕种了一辈子
的田地，将自己埋葬。

萧红对自己故乡的爱与恨，全
都写在了《呼兰河传》之中。她爱得
纯真而又热烈，像可以抚慰所有生
命悲欢的后园。她也恨得直接大
胆，将那些依靠别人的痛苦度日的
人们的自私和麻木，一一呈现给读
者。她记下这些与她的血肉交融的
人与事，记下墙角破烂水缸下的虫
子，记下黄昏燃烧了整个天空的火
烧云，记下泥坑里摔得四仰八叉的
牛马，记下吃瘟猪肉的无知的人们，
记下后园的春夏秋冬，记下每一缕
吹过人间的风，和被风带走的小团
圆媳妇、冯歪嘴子的女人，记下一个
孩子眼里复杂的人间。

即便对那些咀嚼着别人的痛苦
而心生欢喜的看客，萧红的批判中

也饱含着深沉的悲悯。她是奔跑在
山野中的烂漫的孩子，她也是站在
呼兰河的上空，审视人间悲欢的天
使。她无力拯救这些深陷泥坑的人
们，却希望他们在苦难中，拥有一座
瓜果飘香的后园。她在结尾写冯歪
嘴子失去了女人，却依然在人们的
闲言碎语中，坚强地活下去，并拼尽
全部的力，抚养着两个孩子。于是，

“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上去
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
摇头了”，而且这瘦小的孩子，“微微
地一咧嘴笑，那小白牙就露出来
了”。这一抹天真的笑，饱含着萧红
对于故土全部的爱，也寄寓着她对
人间永不消失的深情。

弥留之际的萧红，执意要回到故
乡，这个她曾经奋力逃走的小城，在
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与她达成和解，
彼此接纳。这孕育了她生命的呼兰
河，缠绕了她的一生。生命从这里，
向她开启了坎坷的大门。生命也从
这里，将可以抵御这些艰辛的力量，
经由温情的祖父，注入她的身体。

◆暇观亭书话

留在故乡的孩子
安宁

这天，宅在家里，翻开眼
前这本纸页已经发黄的《世界
中 篇 名 作 选》（漓 江 出 版 社
1982 年版），打发闲暇时光。
我选了一篇标题最为寻常的
—— 对 ，就 读 这 篇《爱 情 故
事》。阳光无声，清风徐来，我
渐渐进入情节……

这篇小说是美国著名作
家埃里奇·西格尔的作品，发
表于 1970 年。小说叙述的是
一个具有浓浓怀旧气息的爱
情故事，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故事主人公
之一奥利弗作为名门之后，邂
逅平民姑娘詹尼，一见钟情。
詹尼处处显示出敏锐幽默、清
新不俗的“刁蛮劲”。奥利弗
和他的“刁蛮女友”詹尼，在
接触中口角不断却又陷入深
爱。但这深情的爱，很快因詹
尼生病魂归天国而落得凄凉
落幕。在《爱情故事》中，小
说家没有用很多笔墨精雕细
刻，而是让深厚的感情潜沉流
淌，最终完成这段爱情的曲折
沧桑。

对于“爱情”的诠释，古今
中外已有无数美丽动人的语词
描述。温情婉转如“何当共剪
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春

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
时”；激昂慷慨如“山无陵，江水
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
合，乃敢与君绝”……但是，在

《爱情故事》里，却只有一句最
为朴素却又格外隽永悠长、让
人刻骨铭心的话：“爱，就是永
远也用不着说对不起！”

掩卷而思，仿佛有电光燧
火闪亮。再简单的爱的箴言，她
的底蕴却往往无限丰富。爱不
需要花言巧语，更不需要阴谋与
丑恶，但需要有奥利弗一样毅然
放下虚名浮利、挑战世俗的坚毅
和勇敢，需要有詹尼一样义无反
顾的执着和圣洁的单纯、善良。
由此看来，《爱情故事》不只是一
部中篇小说，也不只是一个爱情
故事，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人间爱
情的真谛！

的确，我在很多地方发现
有人引用这句话，可见此话给
人们心灵上的震撼有多大。一
句极其简单的话语，却对无数
人进行了一次关于爱情初心的
追问：真正的爱，我们认识了
吗？真正的爱，我们奉献了
吗？抑或，我们——百倍珍惜
了吗？

（肖克寒，新邵县作协主席）

爱的箴言
肖克寒

对我来说，这是一本奇
书。

那年我到一个学校观光，
见有人在校门外摆了书摊卖
书，就走过去看。发现一本《我
的慢游生活》（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5 年版），定价 0.98 元，窃
喜，就决定把它买下。谁知书摊
老板说：“9 角 8 分钱你买得到
这样的好书？再加 2 块吧。”于
是便加了2块，买下了。

这确是一本好书！作者叫乔
伊·亚当森，是个女性，奥地利
人。乔伊·亚当森一生的传奇式
经历是训育一条出了名的母狮

“爱尔莎”，她对那头母狮由野到
训和由训到野的开创性实验，是
对科学的极有价值的贡献。然
而，乔伊·亚当森不寻常且美好
的一生并非以“爱尔莎”开始和
告终的，她的才能和成就是多方
面的。她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热爱旅行，在野外考察和周游世
界中度过了大半生。与众不同的
是，她不是把旅游当作消遣，而
是把它作为推进人类进步事业
的一种方式。

乔伊·亚当森不仅多年离
群索居在肯尼亚奈瓦沙湖畔，
几乎是单枪匹马从事着狮子、
猎豹、髯猴、鵰鸮等动物的研
究，而且到处奔走，宣传保护大
自然的思想。正是在她的有力
推动下，全世界保护野生动物
的运动掀起了新的热潮。从书
中可知，旅行中进行的野外考
察，确实给她带来了丰富的知
识和无比的欢愉。

在人生的道路上，乔伊·亚
当森逐渐成为一个保护野生动
物的专家，也成了一个出色的画
家和作家，她出版了大量关于非
洲自然风貌、风土人情的著作。
然而，更令人钦佩的是她高尚的
人格。27岁以前的乔伊·亚当森
也曾有过自己的迷惘和彷徨，可
是她一旦醒悟过来，便毅然决然
地抛弃了物质条件优渥却穷极
无聊的生活，心甘情愿地踏上充
满艰辛与动荡但却具有真正价
值的人生旅途。

她热爱非洲的一山一水、
一鸟一兽，把肯尼亚当做自己
的第二祖国，她以平等、理解、
友好、尊重的态度对待非洲居
民。为了唤起更多的人投入拯
救野生动物的事业，建立新的
动物保护区，她不仅亲自奔波，
到处呼喊，亲手建立了一个保
护动物的国际组织——爱尔莎
基金会，而且慷慨解囊，把自己
出书、讲演等一大笔劳动所得
奉献出来，作为爱尔莎基金会
的基金。

《我的慢游生活》出版于
作者不幸逝世的前两年。这
是一部自传，是作者对自己
一生经历的总结。你可以把
它当旅游读物来读，可以把
它当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科
普读物来读，更可以当做励
志的书籍来读。

我是把它作为案头书的。我
希望更多人读到这本书。

（黄三畅，武冈市二中退
休教师）

一本可置案头的书
黄三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