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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最喜欢微风习习的夏夜，天
空中繁星闪烁，院子里不时飘来淡淡的
花香，我依偎在外婆的身边，听她用缓
缓的声音讲述那令人向往的童话故
事。在我朦胧的记忆里，一切都是那么
美好，就连时间也好像不忍打扰这份宁
静而放慢了脚步。虽然是听故事，但
这就是我和“阅读”最初的相遇。

上学识字后，阅读便一直伴随着我
成长。记得每次放学回家都会路过一
家小书店，我用积攒下来的零用钱买回
自己喜欢的书，飞奔到家，翻开新书，油
墨的味道就飘过来，好闻极了。

那家小书店还兼营图书出租，家里

就给我办了一张借书卡。在四四方方
的卡片纸上，店主工整地写上了我的名
字。借书卡的方格里记录了我借的第
一本书，好像是本历史小故事。紧接
着，第二本、第三本……手掌大小的借
书卡慢慢变得拥挤起来，眼看着就剩下
几行未填的空白。

每天上学的时候，书包里都会放一
本借来的小书。也许会在一个烈日炎
炎的下午，寻一块水泥台阶，翻开书，一
字一句地进入一个故事。太阳的热量

通过台阶一点点传导到我的躯干、头
部，化为一滴滴汗水，从皮肤渗出，沿着
额头、眼睛、鼻子、脖颈落回到台阶上。
天上的阴云偶尔会缓缓流过书页，“沙
沙”作响的树叶不时地偷看我一下，打
着旋儿地飘到我的世界里。

至于书中的故事，如今我早已忘却
了。好读书，不求甚解，以至不求记忆，不
求名利，只愿把生活放在读书里。记得读
过这样一则故事：爷孙两人在河边聊天，
孙子问爷爷：“我看你每天都在读书，你记

得住多少呢？如果会忘记书中的内容，为
什么还要看呢？”爷爷笑着说：“你去把装
煤的竹篮拿来。”孙子拿来了满是煤渣的
竹篮。爷爷说：“你去河里打一篮子水上
来。”孙子虽然疑惑，但还是照做了。竹篮
打水，自然是不可能的。爷爷对孙子说：
“你再看看竹篮，还是之前的竹篮吗？”孙
子发现，之前黑乎乎、满是煤渣的竹篮已
经被河水洗涤得焕然一新了。

读书的过程就像是用竹篮打水，最
重要的收获不是装了多少水，而是在不
知不觉中，心灵就像竹篮一样被净化得
澄澈明亮。读书之于生活，它的意义究
竟何在？这是我长大后才想到的问题。

起初阅读是因为好奇书中的世界；
后来读书就是自觉地探索宇宙人生的
真实；再后来渐渐明白，读书便是生活，
只是为了心灵的磨洗，褪去一路的风尘
与污垢，保持那懵懂的欢喜。

净化的“竹篮”
■马一阳

曾经的海防战士孙覆海，转业到《工
人日报》的记者岗位。他四赴北极，根据
自己在北极奇险而美好的记忆，加以自
己的文学想象，以“一也”为笔名，创作了
长篇小说《雾咒》（中国工人出版社）。细
读这部作品后，心中回荡着难得的阅读
惊喜。小说围绕某科考站赴大洋腹地荒
岛考察这一主线，设计了诸多独特传奇、
变幻莫测的情节和矛盾冲突，使这部作
品充满了阅读魅力。

确定科考人选原本是一件波澜不
惊的工作，却有人故意搅局。处于一
线的领导坚持原则巧妙抗争，按工作
需要确定了人选，但也为后来的意外
埋下了伏笔。参加科考不成的娄书仪
藏匿加急气象卫星云图，科考队员不
知风云突变，先遭遇白毛风，又遇浮冰
断裂，仪器被冲走，致使最终漂流荒
岛。在岛上，队员们陷入大雾、饥饿、
恐惧、寒冷、无助、失联的境地。曾经
被他们救过的北极熊“萌萌”极有灵
性，一直尾随科考队，并在危难之际给
科考队抓来一只海豹，为大家提供了
救命的食物。后来，“萌萌”又跨洋送
信到科考站，队员才得以脱困。这颇
具神话色彩的情节再现了“马有垂缰
之义，狗有湿草之恩”，体现了人和自
然界及动物的和谐相处之美，写得传
奇，读来动人，思之感慨。

小说还有许多鲜活、新奇的情节给
人以启示和联想，催生挑战困难、不畏艰
险、坚韧不拔、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雾咒》中众多人物形象丰富饱满、

栩栩如生，赋予了作品生动性和感染
力。中心人物白冬冬、于大河的高尚人
格、纯洁爱情、敬业精神和奉献牺牲颇具
感染力，令人赞叹不已。外籍科学家汤
姆、爱斯基摩女孩身上也体现出善良、真
诚、质朴和勇敢精神，读后让人耳目为之
一新，眼睛为之一亮。科考站的领导在
大是大非面前挺身而出，敢于负责，体现
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担当。众多其他人

物也都个性分明，各具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冬冬这一人物形

象。冬冬是随队医生，年轻漂亮，优雅
文静，热情善良，有医疗技术专长和理
想追求。在共同生活和工作中，她爱上
了贫苦家庭出生的于大河。一个文静
如花的痴情女子，一个顶天立地的热血
男儿，两人在共同追求中相互守候、相
互爱慕，在共同应对危难中相互依恋、
相互支持，在生离死别中羽化成蝶。其
中，冬冬对于大河前妻所生女儿的关
爱，对误闯入她与于大河爱情之中的爱
斯基摩女孩的宽容，对科考队员的周到
服务和悉心照顾等行为，都可敬可爱、
令人感动。她在与恋人于大河的相处
中，或宛如兄妹，或相敬如宾，或谈古论
今，或吟诗作赋，直到生离死别，感天动
地。这种爱情，爱得真诚，爱得质朴，爱
得凄美，爱得动人，具有净化心灵的艺
术感染力。

小说的文字表述优雅醇美，生动
形象，风趣幽默，新鲜活泼。大量采用
夹叙夹议的表现手法，看似不动声色，
往往是厚积薄发，避免了文字的叙述
呆板、单调和干涩，有时寥寥数语就能
让人物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作者还
善于渲染氛围。黄犬白熊，冰雪浓雾，
海洋气流，植物花草等等，都被写得有
声有色，富有情趣。尤其是小说对极
地的风、雪、冰、雾等自然环境的渲染，
极尽夸张，恣意张扬，有效地突出了极
地自然环境的险恶。小说还巧用俗
语，恰似清泉出山，哗哗流淌。有的画
龙点睛，有的风趣幽默，有的讽刺辛
辣，有的别开生面。不仅极为巧妙，而
且富有新意。

小说活用了许多典故，这些典故有
的来自文艺作品，有的来自历史人物和
历史故事，有的来自民间传说、神话及
寓言，强化了作品的审美效果。盘古
开天、女娲补天、牛郎织女，陆游唐婉、
张生莺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罗密欧
与朱丽叶等，都被在适当场景下巧妙应
用，让读者眼前一亮，思绪顿开，瞬间穿
越时空，拓展想象空间，产生文学美感
和诗情画意，在文学审美中得到阅读享
受和境界升华。

走进极地写神奇
■任全良

数日前，杨子才同志打来电话，说
他新写了一部书稿，名曰《诗海觅珠
集》，并作了简单介绍。而后，他即派人
专程送来作品。

子才同志已行年九十，但他于耄耋
之年仍笔耕不辍，并且拿出如此厚重的
文稿，着实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令人
感佩。

子才同志是军中老报人，毕生献
身于军队新闻事业；同时，他亦是作
家，尤以诗词、杂文著称，且著述颇丰，
说著作等身亦不为过。他出版的杂文
结集就有：《杨子才杂文选》《萤窗琐
记》和多部“萤窗集”等；在诗词方面，
他著有《萤窗咏史诗》和《散曲学步甲
乙丙稿》两部书稿，皆可谓当今古诗词
园地的璀璨之花；同时，他更花费大量
时间，付出极大心力对古今诗词进行
了浩繁的收集、整理、研究与注释，先
后编注书稿十三种之多，总字数达 450
万言之巨。每部书稿皆洋洋大观，不
仅史料丰富，而且遴选精当，注释严
谨，对于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未老身犹书
卷里，不眠人在漏声中。”他凭一己之
力，携病弱之躯，克万千之难，完成如
此巨大的文化工程，不能不让人为之
惊叹。
《诗海觅珠集》可大致分为三个部

分：一是前贤今人作品评介；二是四言
咏史诗；三是零星诗词曲汇存。捧读
之，诗意满眼，妙论迭出，令人耳目一
新。我觉得，这三辑内容不同，更各具
特色。概言之，评介部分，评说精当，
别具慧眼；咏史部分，遵从史实，别出
机杼；诗词曲汇存部分，真情实感，别
有深意。

前贤今人作品评介部分总共 37篇，
被评介者皆为中国诗词巅峰的代表人
物。每篇内容均由其传世佳作谈起，进
而析解诗歌创作的理论和方法。比如
在《毛泽东诗论初探》一文中，子才着重
探讨了毛泽东对新旧诗词的看法。
毛泽东一方面承认：“旧体诗词有许多
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

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
另一方面，他又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明确
指出：“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
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
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
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子
才由此吟咏道：“旧体诗词流源长，聚集
民族好风尚。兴观群怨敦厚魂，哀而不
伤歌沧海。”

那么，如何让新诗在旧体诗词的基
础上发展？子才提出三点意见：一为突
破五七格局。不必局限于古人五言绝
句、七言绝句的格律拘束之中，可以像
戏剧唱词、流行歌词那样，写十言十一
言不等或长短交错句式。吟者朗朗上
口，听者声声入耳。“旧体诗词要改造，
莫以古奥为高超。下里巴人楚歌调，俚
语入律方妖娆。”二为借鉴元人散曲。
子才认为，旧体诗词至元曲可谓达到了
顶峰，造成了诗、词、曲三峰并峙的局
面。可惜这种发展趋势被明七子（前七
子如李梦阳等、后七子如王世贞等）所
阻断。现在有必要继承发扬。尤其是
元散曲，形式上长短不一，比较灵活，内
容上接近生活，通俗易懂，对新诗发展
极有借鉴意义。三为向民歌学习。古
体诗词就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几千年来，民歌也一直在民间流传
不断，今天新诗发展同样离不开民歌这
一丰厚的源泉。子才对毛泽东诗论的
探求深得要髓，提出的见解亦精当入
理，我深表赞同。

在《李白诗浅析》一文中，子才没有
就某首或某几首诗歌做出赏析点评，而
是从总体上分析了李白诗歌创作上的
六个特点。其一为学习前人与超越前
人。李白一方面对前辈大诗人很是崇
敬，努力学习，另一方面又自成一格，努
力超越。“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
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他果然“有立”
“获麟”，终成一位名垂千古的大诗人。
其二为单一题材与广为开拓。李白虽
然仕途不顺、人生多舛，但并没有将写
作局限于个人处境与愁怨，而是将视野
广大为万里山河、民生民瘼，所以才大
气磅礴，流韵深远。其三为真实与夸
张。李白注重写实，抒发真情实感，但
又善于运用浪漫主义笔法，用夸张的语
言状物写人，使其诗作更有艺术魅力。
其四为沉雄与飘逸。李白之诗，视极万

里、目接八荒，有一种沉雄之势，又时空
跳跃、意象灵动、有飘逸之美。“白也诗
无敌，飘然思不群。”（杜甫）沉雄与飘逸
相融于一体，亦成为李白诗歌的一大特
色。其五为文采斑斓与不伤于浓艳。
在这方面是许多文人墨客处理不好的
一个难题，而李白则把握得甚好。他写
自然景观时，能做到红黄橙绿青蓝紫七
色和谐；写人写物时，能做到俏丽适度、
浓淡相间，实在难得。其六为句句精湛
与不事雕琢。李白之诗，既注重“务去
陈言，多出新意”（《珊瑚钩诗话》），又主
张“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亦是
李诗天然与纯真的风韵，彰显了“诗仙”
的艺术风范。对此，子才都有充分阐述
和独到的解读。

此外，子才谈苏轼的词作技巧《天
风海雨动地来》，谈辛弃疾的词作技
巧《幽隐曲折抒壮怀》，谈李贺的诗歌
写作技巧《石破天惊逗秋雨》，谈李商
隐的诗歌表现技巧《梦笔深藏五色
毫》，乃至谈陆游、元好问、吴敬梓、王
夫之、龚自珍、曹雪芹、袁枚、王国维
等，皆探骊得珠，别具慧眼，让人深受
启迪。这里就不一一引述，请读者自
己捧读悟解。

四言咏史诗部分共收作者诗作 264
首。这些诗吟咏的重点在先秦两汉，其
中先秦部分 109 首，两汉 66首，三国魏
晋南北朝 85首，唐以后仅 4首。所吟咏
人物，从炎帝、黄帝开始，到历代的帝王
将相、文人学士，以及为中华民族的发
展进步做出过贡献的各方面杰出人
物。说子才的吟咏遵从史实，是指他所
据的都是史上已有定论的记载，不掩
饰，不夸饰，不颠覆，不戏说。而且，能
够尽量抓住人物的主要历史功绩和基
本特征予以概括和描述。如黄帝的“以
土为德，耕牧为本。教民蚕桑，以得饱
暖”；炎帝的“教民群居，为寻甘泉。尝
遍百草，治病救人”；夏禹的“继鲧治水，
十有三年。凿山三百，导水三千”；周文
王的“事老以敬，尊贤以礼。待少以慈，
鳏寡有依”；孔子的“商订历史，而注六
经。有教无类，弟子三千”；孟子的“宗
王贱霸，民贵君轻”“浩然正气，养志存
真”……

可以看出，这些概括和状写都能抓
住人物的特点和本质，将他们生动形象
地展现于读者面前，并引起读者共鸣。

说到别出机杼，有两点意思。一为采用
四言形式。四言诗是我国古代产生最
早的一种诗体，盛行于西周、春秋时期，
直到西汉还占据着重要位置。《诗经》中
的大部分诗作就属于四言体。四言体
享有“古雅玄妙”之誉。从东汉开始才
逐渐被五言及其他体式所取代，此后渐
渐退居次要位置，今天更罕少被人运
用。子才运用这一诗体，恐怕不仅是为
了古雅，应该更是为了简明质朴、意蕴
深远，更易于表达历史人物。这也更彰
显了子才的史学功底和文字功力。二
为在写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时，能够重
点写出其对今天有借鉴意义的史绩与
经验教训，无论对于施政还是处世做
人，都有现实的启示与教益。在吟咏反
面人物时，寥寥数语即点出其污点恶
迹，一语破的，让人警醒惕励。

零星诗词曲汇存共 84首。这一部
分虽显芜杂，倒也妙趣横生。有游历之
咏，有怀古之思，有感今之赋，有赠人之
作等。同样是真情实感，亦别具深意。
比如，他的《忆故乡》组词，他对辽沈战
役胜利 65周年的吟唱，他在诸多景点的
思绪，若无像他那样丰富的阅历和非凡
的才情是难以写出的。还有相当部分
是他对战友、文友所出文集、所发作品
的品读与推介，也是以诗词的形式热情
加以点评，充满了激赏同好的殷殷之
情，表露了奖掖后学的拳拳之心，同样
让人感动与感奋。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词歌赋已
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
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传承，去发扬
光大，去创造新时代诗词新的高峰。每
一个中国人对此都应该有充足的认
识。因为，诗词歌赋不仅是文人、诗人
的事，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它已
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生活和人生
的一部分。我们的人生不仅要有眼前
的“苟且”，还要有“诗和远方”。生活中
如果没有“诗和远方”，那将是何等的荒
芜与凄凉！相信子才的鸿篇大作会在
提高我们的诗词修养、涵养心中诗意上
给予有益的帮助。

最后，让我引用刘禹锡《秋词》中的
两句诗为本文作结——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

霄。”

便引诗情到碧霄
——杨子才的诗词追求与创作

■杨洪立

古人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

先后，则近道矣。”凡物之理，有本有末；

凡事之情，有始有终。考察事物的本末、

终始，才能知道孰先孰后。北宋欧阳修

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

本。”明确指出了读书对于“立学”“立身”

的“本”与“先”的作用，把读书提到至高

的地位。

欧阳修的这一思想其实源于《大

学》，在古人的为学次第中，格物致知是

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基础。一个人想

要有所成就, 就必须修养自身的品性；

要修养自身的品性, 就先要端正自己的

思想；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就先要使自己

的意念真诚；要想自己的意念真诚，就先

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

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对万事万物的认

识研究，则需要通过不断的阅读与实

践。“致知在格物”，而读书的作用就在于

“格物”。

从“立学”而言“格物”，物即世界。

读书是认识世界的一个过程，可以引领

人们从狭隘走向广阔，使心智不再闭塞，

头脑不再固执, 思想不再僵化, 眼界不

再狭隘；从“立身”而言“格物”，物即自

己。读书是“为己”的一个过程，可以陶

冶人的情操，启迪人的智慧，拓宽人的

视野，增强人的能力，丰富人的情感，

磨炼人的意志，增加人的阅历。

在西方文化中，读书也极受重视。

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便是这种改造灵

魂的工具。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

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俗语也说“人无完人”，即使是“禀赋最优

良的、精力最旺盛的、最可能有所成就的

人”，也必须经过读书教育才能够“立学”

“立身”；对于普通人而言，读书尤为重

要。书籍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蕴

含人成长、成材过程中必需的养料，也可

以说，阅读是人成长、成材过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

古人将知识与智慧记录、结集成书，

书籍便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

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

一代又一代，成为人类不断进步的阶

梯。没有这种传承与前后相继，人类就

不会进步。

在充满诱惑的现代社会中，有些人

会认为，读书既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也

是一件极难的事情；既是一件重要的事

情，也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如今，由

于种种原因，人们陷入一种浮躁的生活

状态，总是沉不下心来阅读，对读书的理

解愈发趋于抽象，大约只是人云亦云地

说读书重要，而不知它究竟有何重要之

处，读书似乎从至高地位跌落下来。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其实，

读书与“五斗米”并无关系，它只是让我

们在读书中“立学”，在“立学”中“立身”，

去追寻心灵的高尚和纯洁，平静而坦然

地度过每一个晨曦和黄昏。

追
寻
心
灵
的
高
尚
和
纯
洁

■
鲁
卫
成

“七一”前夕，全面阐释中国共

产党气质风貌、精神内涵的《新时代

大党形象》（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书

出版。该书紧扣新时代新思想，充

分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大气磅礴、无

私为民、敢于斗争、艰苦奋斗、清正

廉洁、浩然正气等形象，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在见识、胸襟、气度、力量上

的大党形象。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

自己的形象建设。一个大公无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必然

在人民心中留下高大、端庄、令人敬

仰的形象，重视为人民服务，重视密

切联系群众，重视人民群众的呼声

与心声。该书作者均为专家学者，

他们的解读兼具理论性和通俗性，

深入浅出，理实结合，一本书让党员

干部读懂、弄通、学会新时代党员的

精神标准和要求。

《新时代大党形象》

全面阐释党的魅力

■季天宇

视觉阅读·天山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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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人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厚实人生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