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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善君

今 年 夏 天 ，莫 言 先 生 作 为 中 国 作 协 代 表

团 的 一 员 ，来 湘 考 察 采 风 。在 现 场 及 归 京 后

“情不能已”写下了一些诗词作品，现于莫言

与王振的公众号上公开发表出来，点击量非

常高，引起了广泛的良好社会反响。这确实值

得湖南文艺界好好地加以关注和研究。

一 是 其 原 创 作 品 水 平 高 ，体 现 了 作 者 高

超的创作才华。莫言先生此次湖南行创作的

这批诗词作品质量确实高，不是一般的应酬

之作，而是“情感于中，形于言”，故发而为诗。

包括古体诗词、新诗、对联等多首（副）。首先，

对于古体诗词的韵律要求，莫言老师严格按

照要求遵行。“奇观壮景，矮寨高桥”“腾龙于

矮寨，落凤在边城”“丽日和风强国盛世，崇山

峻岭矮寨高桥”等原创对联上下句平仄相对、

词性相同，仄起平收、多用新韵，是严格按照

古体诗词韵律要求合辙。“居家便饭米豆腐，

革命野餐红辣椒”上句末五连仄，下句第 5 字

以救，莫言老师深谙拗救之法。由此可见，莫

言老师古体诗词创作是认真的，也是有水平

的。

其次，新诗不要求押韵的，莫言老师敢于

放飞想象的翅膀，写得大气磅礴，酣畅淋漓，

浪漫而又神奇，与湖湘精神完美契合。如赞叹

张家界奇山秀水的《太白若来》大有“古风”遗

韵。《凤凰杂言三节》写楼写人、写事写情是放

开来写的，深得“为人尚须谨慎，为文且须放

荡”之要，充分发挥联想想象，以白描之笔写

湘西的风土人情，把湘西人的奔放豪爽表现

得淋漓尽致、刻画得入木三分。

再次，总体而言，莫言老师的这批诗词近

作讲究意象、意境，富有哲理。新诗《凤凰杂言

三节》想象在暮云里的银饰少女若隐若现，看

吊脚楼的老妇想象她的笑骂，从一丛芭蕉花

想象离开家乡的人们，写得情景俱在，栩栩如

生，如在眼前，非常有意境。特别是每节最后

的点题句富有哲理：第一节的“人与桥动荡不

安，还有什么不能释怀”，写人生的无常与超

脱；第二节的“笑过了苦，苦过了骂”写人生的

旷达与解脱；第三节的“出门便是远行，开口

便是誓言”写人生的无奈与执着。这首诗做到

了把意象、意境、哲理有机统一。

二 是 集 联 和 作 品 引 用 ，体 现 作 者 丰 赡 的

学识修养。除了真心实意、有感而发创作诗词

作 品 之 外 ，莫 言 老 师 ，有 时 也“ 情 不 自 已 ”借

“别人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这些作品的选

择运用，非常合理恰当，显示了莫言老师丰赡

的文艺修养。首先，看他的两则集联。其一为

“风景这边独好，江山如此多娇”，上下两句都

来 自 毛 主 席 的 诗 词 。其 二 为“ 谁 持 彩 练 当 空

舞，我欲蓬莱顶上行”，上句来自毛泽东主席

的词《菩萨蛮》，下句出自李白的诗《怀仙歌》。

莫言先生出古入今，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看引用诗词。在岳阳，莫言手抄了

杜甫的《登岳阳楼》和周敦颐的《爱莲说》。一

唐一宋，皆入“法眼”；一文一理，一样喜欢。由

此可见，莫言老师对我国古典诗词的爱好和

钻研绝非一时之兴趣，而是有着长期的兴趣、

丰厚的积累和扎实的实践。

再次，看引用照片。在凤凰古城，莫言认

为“凤凰城内店铺招牌均非名家所书，但都写

得端正大方，有模有样，无哗众取宠之态，有

诚实待客之意”，故拍摄挑选了很多店铺招牌

与对联，如《文光射斗》《五芉夔龙腾霄汉三湘

云涌，千顷碧波映斗宿万丈光辉》《得山水清

气，极天地大观》《天开图画，人出凤凰》等放

在公众号里供大家欣赏玩味。从他所选的店

名 门 联 来 看 ，确 实 体 现 了 儒 商 一 道 、人 生 真

谛、商业文化的精髓，莫言先生的古典文化情

怀、兴趣、功力的确非一般可论。

三是文艺创作传播活动，体现作者

高尚的情怀情趣情感。莫言老师

这次湖南行，文艺活动安排

丰富，明显地有计划、有预

期、有收获。首先，我

们看到他抄书写字。

主要的有两首作品，一书杜甫作《登岳阳楼》、

一书周敦颐作《爱莲说》，从此可见其仰慕“先

忧后乐”的家国情怀和“出淤泥而不染”的人

生境界。其次，手书新作《凤凰杂言三节》《游

芙蓉镇》《太白若来》以记这次活动，从中我们

可见其追求“浪漫高古”的情趣盎然。再次，他

题写了多幅作品，主要有“奇观壮景，矮寨高

桥”“诗书凤凰”“凤凰涅槃”“再登岳阳楼”“君

山野荷”等，并言“壬寅夏，随作家协会同仁参

观湘西芙蓉镇，此地原名王村，因电影《芙蓉

镇》在此拍摄而改名，带动旅游业大盛，造福

一方百姓……先贤垂范吾侪奋发”，莫言老师

对 于 湖 南 之 情 ，此 言 昭 昭 。其 后 又 在 公 众 号

上 ，前 后 8 期 发 表 这 次 湖 南 之 行 文 艺 活 动 成

果，宣传推介湖南，此心拳拳。撰写的新作“再

登岳阳楼”、新联“绣户千家龙凤体，边城一座

沈黄书”，对于湖南的人事极其挂牵，难于掩

饰、溢于言表，此心绵绵。由此，这些无不透露

出莫言老师对湖南的好感和对湖南文化的爱

慕钦佩，以及对湖南人民的深情厚谊。

综 上 所 述 ，可 知 莫 言 先 生 湖 南 行 诗 歌 活

动是用心用情用功的。其所作诗词艺术价值

高，对湖南和湖南人民的感情是深沉的，对湖

南的宣传，特别是文旅融合是非常有利有益

的，湖南文化界、文旅界对此应有充分认识和

采取相应的切实行动，以不辜负莫言先生的

良苦用心和美好愿望。

（作者系湖南省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秘书长）

余辉

人这一辈子，都会经历许多事，有些事不算

事，所以随风而去了；有些事还算事，所以沉淀

下来了。如果把沉淀在记忆深处的那些事翻出

来，犹如打开了一坛陈年老酒，香气扑鼻、令人

陶醉。

1990 年，我与湖南电视台摄制组的伙伴们，

到湘西拍摄电视纪录片《浪尖上的壮歌》，反映

湘西酉水河船工富有传奇色彩的放排生活。摄

像机聚焦在木排上，我们就与那些豪爽、阳刚、

彪悍、勇敢的排工休戚与共、呼吸相通了。

“用劲！往左扳！往右扳！快点！”

木排正在经过一个长距离连续险滩，众排

工都在叫喊，互相提醒。形势紧迫、间不容息，任

何一个差错都将导致难以挽回的后果。突兀在

眼前的悬崖绝壁，隐藏在浪下的怪石礁盘，就像

一头头饥饿的猛兽，正张开血盆大嘴，随时准备

吞噬猎物。

排工们的呼叫和浪打巨石发出的声响，混

合成一片嘈杂喧嚣。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一位

排工在操作木排时，因木排颠簸幅度太大，他的

自我防范又出现了偏差，于是，他瞬间被抛起，

然后又重重地摔倒在木排上。

或许，那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他的身体承受

了难以承受之重，所以，一时间他陷入了静默。

木排的操纵突然间缺少了一环，操控难度顿时

增大。性命攸关、生死之间再也不是停留在嘴边

的一句空话。

正在河边拍摄的我们也不禁大惊失色，我

们不仅替那位排工担心，也在为整个木排捏着

一把汗。突然，那位排工又像一座山似的站立起

来了，他迅速站到了自己的工作位置上。

终于，排工们齐心协力扛住了风浪的袭击，

把乱石纵横的险滩甩在了身后，让浪尖上的传

奇故事流传在了酉水河两岸。

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幕。在后期制作时，

那惊心动魄的场景最终被我挑选出来，特意安

排在了开场片头这个将要先声夺人的重要位

置。于是，木排在激流险滩中拼命挣扎的情景

得以渲染，土家族排工百折不挠的精神面貌得

以展现。

把生命托付给激流两岸的青山，到浪尖上

去寻觅勇敢和无畏。这是我们电视人作为见证

者，也作为思想者，对排工历险生涯的强烈感

受，这是过滤后的写意，这是升华后的情感。

为什么酉水河放排曾经是湘西的一道风

景？为什么酉水号子成为了许多后来人感动万

分的声音？因为湘西的山太高，因为湘西的路太

陡。在过去那漫长的岁月里，土家人的日子全靠

肩挑手提，全靠背篓背着走。

借助密布的山溪小河从事运输，不仅是智

慧的体现，也是唯一的选择。从遥远的年代起，

酉水河上就活跃着一代又一代彪悍的土家汉

子。

酉水河边有密不透风的森林，森林里有汩

汩上冒的泉眼，泉眼旁有一群顶天立地的土家

男子汉。他们正朝着同一个方向，踩着同一种节

奏，在拖木号子的助威声里，奋力将一些砍倒的

大树拖离现场。

在粗犷的拖木号子声中，土家汉子们将木

头拖至山边，一条顺着陡峭的山势，滑溜直下的

滚道，出现在了众人面前。滚道下面就是奔腾而

过的酉水河。

滚道上的灌木、草丛大都成了倒伏状。有的

地方甚至草木全无，裸露出泥土的颜色，这是长

年累月木头下山碾压而过的缘故。这是千百年

来的土家伐木者，继承和沿用下来的木头下山

最省力的方法。

木头到了水里，就该扎木排了。扎木排是一

桩花力气的精细活，要把一根根零星的木头，串

成了一张张结实的木排。要闯激流，要过险滩，

要饱经风浪的颠簸而不散裂，这确实得有巧手

编扎的过硬功夫。

土家人为了更加灵巧地使用凿钩和竹撬，

齐心协力扎木排，又信手拈来地把扎排要领编

成了扎排号子，于是，悠长而尽显韧劲的扎排号

子，就像那结实的绳索，紧紧勒住了木排的首尾

两端。

在我们的镜头面前，一位年纪稍大、较为消

瘦的汉子双手握住一根木桩，让另一位脸堂黝

黑、孔武有力的壮汉抡起斧头背使劲砸，他们两

人一边相互配合干活，一边快活地随众人唱起

了扎排号子。

排工们在河里扎木排，敲击声和号子声震天

动地。热火朝天的景象将附近土家山寨里的男女

老少都吸引了过来。一位年轻妇女坐在岸边石头

上，一边看热闹一边撩开上衣给怀里的婴儿哺

乳。婴儿粉嫩的小嘴在吮吸着母亲的乳汁，安静

的小脸在叙说着一个温暖而满足的故事。

一只成年公山羊在岸边追赶一只成年母山

羊，而母山羊对公山羊的示爱似乎并不乐意，它

不断地躲避着公山羊，但是，它又并没打算跑出

很远，只不过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转圈，让公山

羊跟在后面跑得欢。

夕阳西垂，逆光下的排工们齐心协力随着

擂排号子的节奏，用锤头等重器击打着木排，他

们要将木头与木头之间的缝隙尽量缩小，让一

排木头连接成一个结实的整体。

身后的太阳与擂排号子一起，形成强烈的

感官冲击。排工之间偶尔的相视一笑，又展示了

和谐而温馨的劳作氛围。

放排的日子伴着湍急的山洪来临了，男人

们收拾好简单的行装，准备去风口浪尖走一圈。

女人们则依依不舍，扶老携幼来到了河边。

土家族男女青年聚集在一起对歌，是一幅

浪漫而温情的风景画。在木排启程离岸之前，青

年男女的歌声在一棵茂密的大树下响起。

我们听见一位即将驾排而去的男青年在向

爱人表白。他唱道：“包袱雨伞我一肩挑，我脚踩

排头要开艄，木排我要放到那常德去，妹啊，我

找得银钱把你交。”

一位戴着头巾、脸蛋圆润的土家妹这样回

答道：“我给为郎送双鞋，你穿到脚上去发财，木

排放到常德去，郎啊，你早把书信带回来。”

在那个年代，天各一方的情人，情感交流

方式唯有书信。而女人往往用一双鞋，就拴住

了男人的心。于是，在暮色笼罩中，这一屡见不

鲜的情景，这一屡试不爽的手法，又在酉水河

边重演。

岸边一位老婆婆一边看着眼前动人的场

景，一边不由自主地流泪，因为眼前的场景勾起

了她对逝去时光的回忆，或许，当年她也是这样

送走了她的情郎；或许，那次送别就是她和情郎

之间的最后一次相见。

排工们都是粗壮男人，他们没有像女人们

那样缠绵不绝，他们背着行囊，依次大步走上木

排，潇洒地挥挥手，与岸边亲人们告别。

那远方的神秘莫测，需要他们用时间、用鲜

血甚至用生命去探索。他们大步向前、义无反

顾，因为他们是天塌不眨眼、地裂不惊心的土家

男子汉。他们要去履行男人的责任，让家里的老

人、女人、孩子因他们的存在而自豪，因他们的

勤劳而无忧。

鞭炮炸响，山神肃立。木排在号子声中缓缓

离去……

远去了的酉水号子声

陈惠芳

真没想到，临近 60 岁退休之前，能够获得

第 7 届栗山诗会中国诗人奖。这份礼物很重，很

及时。

写诗 40 多年了，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成了一

个满头银发老人，颇有些感慨。一路走来，也曾

不停地问自己：写诗到底为了什么？不像高考，

有一个标准答案。我觉得，写诗很辛苦，也孤

寂，但更快乐。因为，通过诗歌，我记录了我的

所行、所观、所想，诗意了自己的人生与内心。

不到潇湘岂有诗？我在潇湘更有诗。

我是一个执着的人。看准了的事，会一直

干到底。1987 年春，我与一帮诗友组建了“新乡

土诗派”，提出了“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

园”的主张，渐渐成为了有影响的当代诗歌流

派。回首往事，透视当下，我认为这一主张没

有过时。“新乡土诗派”的理论与实践，有很强

的生命力。尽管新乡土诗派由当年的群体创

作转变成了个体创作，但初心与使命没有改

变。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创作方向是明确而坚

定的。从《重返家园》《两栖人》到《九章先生》

《长沙诗歌地图》，这是新乡土诗派清晰的一

脉走向。新乡土诗派并没有消亡，而是迎来了

新的发展空间。于是观之，此次获奖，不仅仅是

对我个人的鼓励，更是对新乡土诗派的褒扬。

所以，我要感谢所有对我与新乡土诗派支持与

理解的朋友。

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故乡，都有自己的

栗山，都有自己的乡愁。在当今诗坛，栗山诗会

已成为一个品牌，栗山也已成为一个象征。我

的故乡是宁乡流沙河，流沙河就是宁乡的栗

山。走遍大江南北，走遍三湘四水，根还是在自

己的“栗山”。我始终认为，诗人要有精气神，诗

歌要有根。根在，就枝繁叶茂。所以，这些年来，

我一直扎根于民族与本土。不读万卷书，也要

行万里路。所以，我也非常认同栗山诗会创办

人周瑟瑟先生的“田野调查”与“户外写作”。诗

歌是走出来的。

我常常自称“德高望重”，我更希望“老当

益壮”。花甲之年，应该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新起

点。我预感有新的发展与收获。从湖南日报社

退休，也只是转换了一个空间。我会更从容、更

宽裕，会以更自省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给

诗歌插上更厚重或更轻盈的翅膀。

满头银发望栗山

七绝八首
蔡建和

一、含鄱口远眺

匡庐绝顶豁吟眸，

楚尾吴头一望收。

千古英雄归落寞，

洪涛不改向东流。

二、瞻仰庐山会址

苍松翠竹掩低楼，

溪水淙淙诉旧愁。

道长且阻谁无过？

能纳诤言远祸忧。

三、题攸县酒埠江

静处深山织碧纱，

餐云淌石聚天华。

涓流广纳容千象，

不绝清波惠万家。

四、十月北京街头

秋风也似春风手，

遍洒丹青无迩遐。

闻道京都襄盛举，

满城街巷尽披花。

五、通州大运河怀古

长河千里通南北，

流向人间都是歌。

天下兴亡多少事，

可随江月问流波。

六、郴州仰天湖大草原

绿毯随铺峻岭巅，

一汪池水抱云眠。

风吹太极阴阳草，

日落苍山一点胭。

七、荷塘

雨滴成窝道道弧，

天惊云散画难涂。

新蛙不识池中物，

跃踞荷盘欲拾珠。

八、游武陵穿紫河

武陵夜雨巧梳妆，

春满枝头各竞芳。

十里河街行画里，

星光桨影比苏杭。

汉诗新韵

莫负潇湘应有诗
——莫言湖南行诗词活动评

汉诗新韵

蝶变 (组诗）

梁尔源

蝶变

一只蝶，隐身于一句谶语

斑驳的摇曳

是阴阳的苟合

月影 书斋 花雨和流水

珍藏在茧缚中的定情物

两只蝶，生成一道闪电

水乳交融的季节

色盲是一种美

残翅是一种美

赴死的颜色很淡

一只蝶能点燃

三月的桃花

百花盛开，大地锦绣

影子在争风吃醋

秋波抚动着岸边的柳枝

一只蝶在人间

扇出四月天

无法解开七月的纽扣

紧闭的闸门，流火和闷雷

蝶在效仿涅槃

将天穹挤开了一道缝

一只蝶，在绝望中

飞出了一道彩虹

挖掘机指数

从网上走

在云里挖

丝绸中掘出久远的梦

海浪里翻着亘古情

用诗经抒发指数

论语铺垫经纬的蓝图

点开经典的穴位

奇经八脉方显激活的窗口

虚拟的曲线上

箭头一直昂首挺胸

起伏是雪山草地的意象

波峰在临摹王屋太行的倩影

演绎出信念的几何

彩霞托起穿越的底气

挖掘机那昂起的头颅

方显一块版图的倔强

云中的履带

碾压出世纪的路径

登岳麓山

你登过岳麓山吗

湘江边上那道涌动的脊梁

别老在山的影子里跋涉

从一首世俗的词赋中走出

取景框中才不会是平淡的风景

登岳麓山

最好骑着月光抵达

闻着书香启程

如果饮马池中落满了星星

肯定有两颗最亮的举着灯笼

你可手持向导的千年拐杖

用南来的太极敲开山门

登岳麓山，要赶在深秋

走一条鲜为人知的小道

顺着繁体字垒砌的台阶

踩着木鱼声中散落的腐叶

每攀登一步，脚下都会渗出殷红的足迹

登岳麓山，必结伴而行

半山腰有灵魂向你喊话

影子中的长衫马褂

手持八卦阴阳

他们在亭子中品茗一杯夕阳

满山的枫叶都在窸窣作响

倒影从湘江中站立起来

见到云麓宫

别误认为登上了山顶

飞来钟的声音里

隐蔽了一条更远的古道

那些直耸云端的墓碑下

垫着更高的峰峦

在故乡抖了抖涟水的尾巴

故乡是涟水发源地

那瘦筋筋的曲水

像天空掉落的一道闪电

在阳光的折射下

仍系着盘根错节的名号

那些从石板路走出的显赫

是闪电牵出的雷鸣

这条曾澎湃苍穹的动脉

每一朵浪花都有坚韧的血性

金戈铁马驰骋出无数巴图鲁

典籍中压着仰天长啸

古宅虽已人去墙坍

那执拗的涟水

仍拴着铿锵的天空

站在栗山桥上

拽住涟水的尾巴

试着抖了抖久合的扉页

那世业堂李园锡三堂

涟滨书院东山学堂富厚堂……

都在咔嚓作响

湘江开始沸腾了

长江渐起波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