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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林 百华

日前有幸读到青年诗人龚国倞 （省作
协会员、《溇澧风》 执行主编） 的第二部
诗集 《一个人的茶楼》（以下简称龚诗），
全书一百多首诗一口气读完，首首都是扣
人心弦的好诗，随手从中挑了一句，作为
读感文题。

这本诗集赶在新中国 70 华诞大庆之
际出版，算是一份大礼。诗人年纪不大，
但出道很早，他读大学时就显出了诗才，
在 《武陵诗词》 会刊上和其他报刊上发表
过大量的诗作。据笔者了解，他受唐诗宋
词的影响很深，原爱古体诗词，写得很到
位，既有唐诗的豪放，又有宋词的深邃。
这本诗集全是自由体新诗，虽未强调押
韵，但读起来却很有节奏和韵味。正因如
此，逼人读了上首想读下首。尤其作者把
古诗中的“诗人群”、“诗比兴”用得真切
自如。他的诗人群范围极广，论年龄上到
老父亲、老奶奶，下到少年儿童，论身份
上至领导，下至平民百姓，均是饱含激
情，诗之歌之。诗中的“比兴”用得恰到
好处，加深人们的印象和理解。龚诗几乎
每首诗都有多处精彩的句子，如“像云
朵，像羊群的白漠石”，“失落的流星飘过
你冬日的脸上”，“牵挂如海啸后的归帆”
等等。

在这个如诗如画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花一般的现实生活”为诗人提供了源源
不绝的创作契机。诗人如何面对？这本诗

集就是一个完美答卷。龚诗通集无不渗透
了一个“情”字，诗人对祖国之情，对山
川之情，对民众之情，这种情如明媚和煦
的春风，似润物无声的春雨，绿遍山原白
满川，因而主题鲜明，寓意深刻。

作者目光敏锐，观察事物深透，能将
繁杂的日常生活洞察到脑海中，流露于笔
端，随便挑一首诗，即可窥见一斑。如

《高与矮》：
“坐着听人汇报的
挺着身仰着头
因为很矮

站着给人汇报的
弯着腰低着头
因为很高 ”
短短 26 个字，把两类不同身份的人

写活了，不仅刻画了人物形象，而且刻画
出了人的内心世界。这就是诗人的基本功
力和高超的想象力。想象力是诗人的一个
重要表现手法，诗人借助想象和联想，由此
及做，托物抒怀，拓出美妙的诗境，把自己
的感情印象和愿望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
想象的画面和悬念。如 《元帅与三千峰》：

“三千把刺向苍穹的剑
或三千支射向云天的箭

元帅回来了
他身着铁一样的戎装
率领三千勇士和身旁奋蹄的战马
时刻守护着蓝天白云

绿水青山”
字千钧，入木三分。
大诗人艾青说得好，“诗贵情，情贵

真，无情味的诗等于分行的杂记”。龚诗
之所以称好，就是一个情字贯穿全书，作
者善于抓住景物的特点，着意抒发肺腑之
情。也许他受古诗的影响，注重真情实
感，通过形象思维，把物与情二者融合一
体，开拓出优美动人的艺术境界。同时诗
中注意近铺远伏，暗藏明扬，前呼后应，
这样不仅让诗的色彩鲜明，以渲染出自然
隽永的诗意。

龚诗中多具有这类特色，如 《一个人
的 茶 楼》《醉 归》《十 六 岁 少 女》《牧 羊
女》《读长城史》 等等。尤其是最后一首

《杀年猪》，是一首质量较高的压卷之作。
这首诗，不仅有景有情，情景交融，而且
将湘西土家人的奇风异俗巧妙地融入诗
中，既像一首白描手法的小叙事诗，又像
一首蓄意深远的抒情诗。诗中将农村一位
老妇的形象和心里状态描绘得惟妙惟肖，
里面的句子也非常精粹形象。如：

“⋯. 杀猪刀闪电般刺破畏缩的寒夜
曾与母亲朝夕相伴的大花猪喷涌红红

火火
飞溅到雪地化开出一朵梅花
直冲向夜空染红了东边云霞”
言随意消遣，浑然天成。有些句子看

似淡浅，只要略加深思就会发现达到了淡
中味长、浅中意远的艺术高度。

著名诗人于沙说过：“难得句句都是

诗，一首诗中有一二句闪光的句子就不错
了 ”。 而 龚 诗 中 闪 光 的 句 子 几 乎 充 满 全
书。诗风雄健而又柔情似水，形成了独自
的诗歌特点。诗不是挤出来的，而是从笔
端上流出来的，因而佳句连篇，不胜枚
举。

龚 诗 的 出 版 正 逢 新 中 国 70 周 年 大
庆，改革兴国的盛世，真可谓华年诗强
旺，盛世歌声宏，情愫意醇酒，文彩醉春
风。这本诗集不仅刻下了时代的痕迹和社
会履痕，也必将随着历史衍进和世情的变
迁，像一壶陈年老酒愈久愈香。

龚诗的诗歌之路是一条笃实厚重和充
满探求与挑战的创作之路。他的诗均来自
生活底层，来自民众，来自社会热点和改
革前沿。所以他的诗歌赋予了血肉和高贵
的灵魂，读后使人感动和激奋。掩卷沉
思，情怀丰稔，回味久留。

当然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某些句子
尚欠推敲，稍欠准确，但这仅是阳光下的
几个小黑点，无损大局。读罢龚诗，就像
喝了一壶陈年茅台，然后再泡一杯龙井名
茶，其醉意留在沉沉的茶杯里⋯⋯

文如其人，优美的诗品源自高尚的人
品。作者虽身为其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
但他为人处事谦和低调，对人如他的诗一
样，“甘做不灭的小路灯”。

醉意沉沉的茶杯里

□田大金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重阳节前
后，正是桂花盛开的时节。只见桂花
树上那星星点点伞形小黄花，像撒下
一撮撮金色的粟粒缀满碧绿的枝头，
微风吹拂，犹如

金雪翻腾，绚丽动人，真是“丹
葩健绿叶，锦绣相重迭”，沁入心脾
的清香令人心旷神怡。

自古以来，桂花是我国各族人民
喜欢的观赏花木。它“虽无滟态惊群
目，却有清香压九秋”，因而深受历
代文人墨客的青睐，赞美桂花的诗句
联语浩如烟海，格外迷人。初唐诗人
宋之问的诗说：“桂子月中落，天香
云 外 飘 。” 唐 代 文 学 家 刘 禹 锡 诗 云 ：

“ 莫 羡 三 春 桃 与 李 ， 桂 花 诚 实 向 秋
荣。”宋代诗人扬万里的诗：“不是人
间种，移从月里来，广寒香一点，吹
得 满 山 开 。” 唐 代 诗 人 白 居 易 的 诗
说：“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
潮头。”他把杭州西子湖的桂花和钱
塘江的海潮并列为杭州的两大胜景，
令人流连忘返。当时杭州南高峰山麓
的满觉陇是江南三大赏桂花的胜地之
一。清人丁立诚赋诗记载道：“桂花
蒸过花信动，桂花开遍满觉陇。卖花
人试卖花声，一路桂花香进城。”如
今桂花已成杭州市花，满觉陇赏桂已

成为“新西湖十景”之一。
除赞美桂花的诗句外，还有不少

咏赞桂花的佳联巧对。宋代女词人李
清照曾作了一副咏桂花趣联：“露花
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上
联中的“柳三变”是宋代有名的词人
柳永，与下联中的宋高宗时学者“张
九成”相对。上联中的“露花倒影”
是 ” 柳 三 变 “ 的 词 名 ， 与 下 联 中 的

“ 桂 子 飘 香 ” 张 九 成 的 文 句 相 匹 配 。
上下联珠联壁合，堪称佳联巧对。

四川新都的桂湖公园，素有赏桂
胜地之称。二十世纪 60 年代文学巨匠
郭沫若去桂湖公园观赏桂花时题联赞
道：“桂蕊飘香，美哉乐土；湖光增
色，换了人间。”此联触景生情，情
自 景 生 。 同 时 ， 将 桂 湖 公 园 的 “ 桂
湖”二字分别刊于上下联之首，更是
妙笔生花，别具新意。

月 中 因 不 时 显 现 形 似 桂 树 的 阴
影，故在民间流传有不少关于月中桂
树的神话故事。唐人段成式的 《酉阳
杂俎》 称：“旧言月中有桂，...... 高五
百丈，下有人常砍之，树创随合。人
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
伐树。”这个神话故事成了诗人笔下
描写的生动内容与具有浪漫色彩的联
想。唐代诗人白居易竟向嫦娥提议：

“遥知天上桂花孤，试问常娥更要无？
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

月中有桂树就有桂花酒 。伟大的
浪漫主义诗人毛泽东在 《蝶恋花·答
李 淑 一》 中 写 出 了 “ 问 讯 吴 刚 何 所
有，吴刚捧出桂花酒”的浪漫诗句。
诗人们的联想，虽然空幻飘渺，却也
显得活跃，新颖有趣。其实，月球上
是个寂静而荒凉的世界，没有任何生
命存在，更不会生长什么桂树。

我 国 是 桂 花 树 的 故 乡 ， 自 古 以
来，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就有多处观赏
桂花的胜地。除了杭州满觉陇外，还
有桂林桂花甲天下，桂林市区有桂花
树 15 万多株，满城沉浸在桂花飘香之
中。其次是咸宁桂花天外香。湖北咸
宁市是全国著名的”桂花之乡“，也
是全国最大的桂花产地。三是上海赏
桂最堪游。它位于上海市西南方的漕
河泾风景区，有 5000 多株名贵桂花树
而称著，也是观赏桂花的好去处。

桂花具有”独占三秋压群芳“之
势，博得人们的赞赏。因而，我们应多
栽一些”叶密千层秀，花开万点金“的
桂花树，建一座”张家界桂花香公园“，
给市民和游客以”春风吹不断，冷露听
无声。拂面心先醉，当头月更明“的
意境享受，这该是多么美妙啊。

桂花清香压群芳
——读赏桂花诗联有感

□李康学

宋代之初的诗坛上，有一位大力提倡诗歌革新，并以自己创
作的实践而奠定了宋诗一些特色的著名诗人，他就是梅尧臣。

梅尧臣是安徽宣州宣城人，其伯父梅询为朝廷侍读学士。梅
尧臣“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用
询荫为河南主簿，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与
酬倡，一府尽倾。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宋史》 卷
四四三） 这段正史记载说明，梅尧臣的诗在当时确实很有名，连
大诗人欧阳修都觉得比不上他，可见梅尧臣的声誉是很高的。梅
尧臣曾对人说：“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
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笔也。”
当时的文人都认为他所说的这番话是作诗的至理名言。由于晚唐
五代的颓废文风影响，宋初的诗坛出现了西昆体诗为主的浮靡现
象。西昆体是以杨亿、钱惟演、刘筠三人所编 《西昆酬唱集》 一
书而得名的，其中的作品都是宫廷侍臣、翰林学士们在为皇帝写
制诰和修书之余相互唱和的诗，其特点是艳丽晦涩，内容贫乏。
梅尧臣十分反对这种浮华的诗风，他主张诗歌要写实，要有寄
兴 ：“ 因 事 有 所 激 ， 因 物 兴 以 通 。” 创 作 目 的 是 为 了 “ 刺 ” 与

“美”。（《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 这些意
见与西昆体针锋相对，当时写诗的人都以为知音。后来西昆体的
影响就渐被消除了。宋诗得到了健康的发展，这与梅尧臣的诗歌
理论与实践分不开。

梅尧臣倡导诗歌革新的理论获得了世人好评，而他的诗歌作
品也有不少佳作。比如：“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
门，日夕苦煎促。感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水既害我菽，蝗又
食我粟。前月诏书来，生齿复板録，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韣。
州符今又严，老吏持鞭扑。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田园敢怨
嗟，父子各悲哭。南亩焉可事？买箭卖牛犊。愁气变久雨，铛缶
空无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我闻诚所慙，徒尔叨君禄。
却咏 《归去来》，刈薪向深谷。”（《田家语》） 与此篇相呼应的另
一篇 《汝坟贫女》，亦同样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
现状，揭露了当朝统治者的残酷压迫。

梅尧臣还有一些优秀的写景诗。比如：“适与野情惬，千山高
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
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鲁山山行》） 这首诗风格继承了王
维、孟浩然写山水诗的优秀传统，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特色。此
外，梅尧臣还有一些感时伤怀，抒发幽愤的作品读来也很感人。
总体来看，梅尧臣的诗开创了宋诗以新颖工巧取胜的新途径，但
是其诗由于过于质朴，缺乏文采，艺术上有生硬及过分散文化的
倾向。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梅尧臣一生专志于写诗作文，但他在仕途上却极不得志，年
轻时多次考进士不中，中年后经大臣屡荐，得宋仁宗召试，才赐
进士出身，授国子监直讲，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曾预修 《唐
书》，书成未奏而卒，享年 58 岁。梅尧臣的作品，后人编有 《宛陵
集》，又名 《梅圣俞全集》，共六十卷。关于他的为人及诗的影响，

《宋史》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尧臣家贫，喜饮酒，贤士大夫多从之
游，时载酒过门。善谈笑，与物无忤，诙嘲刺讥托于诗，晚益工。有
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帜文乃尧臣诗也，名重于时如此。”在文字的
传播并不发达的古代，梅尧臣的作品在士大夫中看重，又能如此深
入传播到边远地方并为民众所喜爱，说明梅尧臣的影响在当时确
实很大，即使到现在来评判宋初文人们的文学成就，我们也不能
不提到梅尧臣，虽然他的作品以现在的眼光看，不是很出色，但
他在历史上写诗的影响，却已足以奠定他在宋初文学发展史上的
一席地位。

话说梅尧臣

□王籽萱

当我读完李清照的故事，我已被她深深吸引。常常一人独自
思索：在那遥远的年代，怎么能有这样出色的才女呢？她的词怎
能写得那样空灵剔透呢？但为什么生活给予她那么多坎坷呢？

《点绛唇·蹴罢秋千》：“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
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
却把青梅嗅。”

作这首词时，影响后世文学风气的一代才女李清照，还是一
个十几岁的思春才女。这首诗把一个少女的淋漓情思和跳脱神釆
显现了出来。那时李清照对未来充溢着无限美好与幻想，如浊流
里的一弯春月，绽放不一样的色彩。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女词人，有“千古第一才女”之
称。她的父亲李格非，是苏轼门下四学士之首，苏轼十分赏识，
拥有很高的才学和文辞。母亲是大家闺秀，擅长于诗词创作，是
一个精通文墨的才女。李清照继承了父母对诗词文略的天赋，又
因为出生显赫，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得到了不断的学习和进步。

李清照很快就显露出才气，并在文坛上初露头角，在她豆蔻
之时便已写出让后世熟知的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昨夜雨
疏风骤，浓醉不消残酒，是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
否，应是绿肥红瘦。”

后期，《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 也被相续知晓。据说此词在
当时文坛上产生强烈反响，文人们都感叹十几岁的李清照如何写
出如此合辙押韵、意境浑融的作品，连当时文学名家、苏轼大弟
子晁补之也对她十分欣赏，大肆宣扬她的文才。父亲李格非也为
之自豪，称赞她“若是个须眉男子，采芹入泮，怕也像探囊取物
一般容易”。此时易安在汴京城名气不一般。

李清照久负盛名，家世又极好，十八岁时与太学生赵明诚在
汴京喜结良缘。一个是礼部员外郎干金，一个吏部侍郎公子，门
当户对的婚姻给他们带来相对好的物质基础。两人婚后相敬如
宾，兴趣志向也格外相投，明诚好金石书画，清照喜诗词歌赋，
在丈夫的影响下，清照也对金石藏书极为喜爱，两人虽系贵家子
弟，但生活俭朴，为搜罗古文奇字经常典当衣物，还每每切磋，
一同研究，说两人情投意合，举案齐眉也不为过。

后来赵明诚进入仕途在外任官，两人不能长相厮守，在一次
重阳佳节时，李清照满怀惆怅写下几行相思寄给远方的丈夫，这
就是广为流传的佳作 《醉花阴》。“人比黄花瘦”，把诗人心中的愁
苦相思写得淋漓尽致。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突如其来的家国变故夺走了她原
本安逸的生活，北宋朝廷激烈的新旧党争把李家卷入，一时家道
中落。大观元年，赵明诚也受牵连，被罢免官职，离京归隐青州
十余载，在李清照的襄助下赵明诚大体完成了 《金石录》 的写
作。随着北宋灭亡，南宋建立，赵明诚复官不久却英年病逝。国
破家亡，斯人已去，李清照悲痛欲绝，只能守着赵明诚的遗物金
石字画颠沛流离半生⋯⋯几番风雨，几许沉浮，在某个南方小
镇，饱尝背井离乡之苦的李清照结束了她 73 岁的生命。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女子如何不丈夫？宋代女词人
李清照的呐喊，真是千古绝唱！

（作者系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七年级 1802 班学生 指导老师：
秦赛婵）

一代才女李清照

悦读会馆

——语出 《论语·阳货》。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无何言
哉？孔子对弟子说：天什么也没说，可四季照样轮回，万物照样生长。如此，天还
要说什么吗？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你不说，太阳依旧从东方起来向西边落下，事物
依旧按其规律发展，那么你还说什么呢？

文/图 覃儿健

天何言哉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全面展现
新中国文学发展水平，学习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
社等 8 家出版机构联合推出“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
小说典藏”丛书。丛书共收录了从 1949 年至今，描
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展现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
社会现实的 70 部原创长篇小说精品力作。它们在艺
术形式、叙述方式上具备独特的创造性，在题材、
内容、形式、手法上也均有独到之处，很多作品曾
荣获过“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这批优
秀文学作品不仅在当时为团结、教育、引导人民群
众奋发向上、奋力前行发挥重要作用，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藏”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