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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墅：祖国大地上的浪漫行走者

“在江南的土地上，水就是命，水就是
运，水就是天，水就是地，许多诗人对江南
的认知，也就是一种水灵灵的文化，是流
水带走了所有光阴如画的故事。”

读张永祎散文集《水做的江南》，文字
间，有那么一种抑扬顿挫的飘然。

杏花春雨江南，他的江南灵魂如风，
生命如雪，浸润在茉莉花的清芬里。他看
着江南建筑的层层叠叠，也许听到了雨巷
的脚步声。

永祎以评论家的手笔，上接古今，在
历史的断层间草长莺飞，在花瓣里摇落一
地诗情。

深沉而内敛的乡愁好像一个影子，淡
淡投射在他的心路历程里，淡淡的思绪在
诗性的文字中静静流淌。也许，在岁月变
迁中，江南那些物质的、精神的东西被逐渐

改变，有的甚至已难寻踪影。由此，作家对
旧物件、旧事物的描述，是对一个时代的追
怀，更是对现代人灵魂“失衡”的救赎。

山是眉峰聚，水是眼波横。他深情地
眺望着：绵绵岁月里，江枫渔火里归来的
那一只乌篷船。仿佛，穿长衫的他躺在船
中，穿越历史到了一个舞榭歌台。淡描流
水，墨染重山。清风徐来的午后，一杯淡
茶的人生，作家念念不忘那些遗落民间的

“珍珠”，那些人，那些景，那些事，还有那
一抹抹漆蓝色的乡愁。云水禅心，静立红
尘之外，寂寞静静滑过千里莺啼，水村山
郭，在岁月深处，迷蒙成漫天烟雨。

他魂牵梦绕的江南，对中国文化而言，
是一种乡愁的唤醒。这种唤醒，全然不是
出于抽象概念，而是出于感性形象，出于具
体细节。一帧帧形象和细节经过时间的涤

荡，已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
江南记忆的种子，早已根植在无数人

的文化梦境里，只要经过时光的培育，便
会生根发芽。不知不觉，初心已被晕染成
了诗篇，一点淡墨就能晕开一幅美卷。盈
着乡愁的心灵在哪里，故乡便在哪里。“各
种各样的水乡符号，也都有着一脉相承的
基因和生生不息的传奇。”

作家诗性的眼光里，莲叶田田，小桥
流水人家，凭栏意，飘逸出古典的浪漫。
野渡无人，空山雨急。那些千古传诵的不
同版本的爱情故事，是唐伯虎的秋香，抑
或是蒋碧微、陆小曼？身无彩蝶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沉醉几世的风花雪月，
任相思如云烟弥漫。人生的最美，莫过于
邂逅的刹那，温馨的历历往事，在青山流
水间醉了江南的风。

陈逸飞的江南一直在等他。
曲径通幽，古树苍苍。明灭可睹的江

南风景中，是一抹抹亮丽的颜色。
站在湖光山色、芳草萋萋的田园里，

他用手中的笔，记录江南的浪漫，以及几
千年一贯的灵秀、美丽和深情。他说，宁
静清逸之感在笔下流淌，出尘空灵之气
从指尖弥散。鸟鸣如天籁，没有世俗，没
有繁琐，仿佛是净土里的爱恋、天堂里的
情愫。

江南，在永祎这里，执着、赤诚，一往
情深，要浪漫有浪漫，要深刻有深刻，要思
辨有思辨，要论析有论析。

人生何往？一树一落花，一骑一天
涯。任时光荏苒，岁月蹉跎，在静静的
时光的流里，披蓑戴笠，执手相看，慢慢
变老。 （据《南京日报》）

——读《水做的江南》有感

画 境 诗 心 忆 江 南

当老友把“中国廉政文化历史故事”丛书摆在我
的案头时，只观其简介，浏览其标题，我便十分振奋：
这是一套有诚意、有分量的廉政文化历史丛书。它
多达 8 本，160 多万字，生动讲述了中国古代近 500
名清官廉吏的感人事迹。我认真翻阅这套丛书之
后，心中更加感慨。廉政文化历史可以说是一块精
神和文化的沃土，数不清的精彩篇章都在深深地感
染我、打动我，让我心生敬仰，念念不忘。通过阅读
这套丛书，我惊喜地发现，其间亮点频出，让我对廉
政文化历史产生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总的来说，这
套丛书具有以下几个亮点：

这是一套紧扣《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文化
精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把
自律看作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础和根本。《论语》中就
说，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古
人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
的。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
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

这是一套弘扬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的精神
大餐。这套丛书所涉及的历史，从上古一直到现代，
跨度 5000 多年，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可以说，这
是对中国廉政文化历史进行的一次全景式的挖掘和
整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丛书坚持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使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
化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资源。随
手翻阅，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先贤们清风两袖的廉
与正、一心为民的赤与诚。这使我更加坚信，这套丛
书可以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时刻保持警惕，
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和思想意识，更好地做到修德、
自省、笃行、慎独。

这是一套充分展现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艺
术佳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
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
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丛书着重在选材上下功夫、在
讲故事上做文章，充分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除选取
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名人，还着重深挖了一批声名不
显但事迹生动感人的“小人物”。书中既有上古时期贤
德爱民的尧舜，又有先秦时代内举不避子、外举不避仇
的祁黄羊；既有身居高位的宰相姚崇、陆贽，又有名不
见经传的小吏鲍永、李听等。作者在编写时立足史实、
勇接地气，摒弃了人物索引式、翻译体的简单方法，结
合当前实际进行了二次创作。总体看来，整套丛书立
意新颖，特色鲜明，语言流畅，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故事
性、趣味性和可读性，是一套面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的通俗读物，具有普及推广价值。

除了上述亮点，让我倍感欣慰同时又十分不解的
一点是：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信念，让河南省虞
城县纪委监委推出了这套厚重的“中国廉政文化历史
故事”丛书。我想，假以时日，我必当亲往释之。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过勇）

——评“中国廉政文化历史故事”丛书

清风两袖廉与正
一心为民赤与诚

★作 者 张宏杰
★出版社 岳麓书社

《简读中国史》

历史学者张宏杰将中国史放入世界史的大背景之
下，理清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开篇他便提出了中国
历史的五大脉络，力图全方位呈现中国历史治乱循环
背后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动因。

品 读 杂 笔

□龙海秋

他是诗人，也是诗歌奖评委；他两度编选诗集，为伟大
祖国献礼；他在洛阳工作十几年，对洛阳“爱得深沉”——

2002 年，杨墅考上了首都师范大
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现当代诗歌理论的研究，师
从诗歌评论家、理论家吴思敬先生。
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岁，他都执教于中
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大学
语文等课程。在学校的十多年，他悉
心教学，为军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文
艺人才，还成立了“月亮河诗社”，师生
们在一起创作诗歌，欣赏诗歌，传承诗
歌之美。

“作为一名诗人，他热情洋溢，让人
极易受到感染，他对诗歌之美有独到的
感悟和理解，在教学中，他特别能学以
致用。”谈到杨墅，市文联副主席、作协
主席赵克红对其不吝赞美之辞。

谈到洛阳，杨墅眼里泪光闪闪。
“在洛阳的十几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
的青春年华，我爱这片热土。”他创作

了大量讴歌洛阳的诗歌，如《在龙门石
窟》组诗八首。其一《厚重》这样写道：

“在这里，由自然的轻进入/艺术的重
是不知不觉的/在这里，作为石头的物
质之重/与其所承载的精神之重获得
了一致/龙门的厚重是无言的，它不声
不响地放在了你的肩上/以至你离开
龙 门 很 久/肩 上 还 能 感 受 到 它 的 重
量。”这含蓄隽永的诗句，巧妙细致地
表达了作者对洛阳的感情和对风景名
胜的赞美。

他说自己与洛阳特别有缘，他的爱
人是一朵“洛阳牡丹”，他们每年有机会
都会回故土看看，洛阳的变化日新月
异，城市环境越来越美，也越来越宜
居。他热爱洛阳，他借用大诗人艾青的
一句名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本报记者 刘永娟 文/图

诗歌是文学女神桂冠上璀璨的明
珠，作为一名诗人，“能够为祖国编诗，
做一点儿有意义的事情，我感到光荣、
幸福和欣慰”。杨墅说，除了编诗，今
年，他“以自己的歌唱汇入时代的交
响”，还出版了一部个人诗集《在祖国大
地上浪漫地行走》。

之所以为这部诗集取名《在祖国大
地上浪漫地行走》，杨墅说，有两个原
因。一是浪漫主义一直是自己对诗歌
美学的追求；二是此诗集收集了他在各
个时期、在祖国各地创作的诗歌，以此
为伟大祖国献礼。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
院院长、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对这位中
原大地走出去的诗人、对这部诗集赞
誉有加。“杨墅有着宽广的视野和深切
的关怀，比如在诗歌《让我们祈福》中，
作者祈福的对象就包括了小草、河流、森
林、天空、日月星辰、大地、人类……诗人
胸怀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他说，杨墅
曾长期在部队工作，创作了大量反映军
旅生活的诗歌，同时，对赈灾、奥运等也
有一定的关注和书写。这类主旋律特
质的作品，充满时代感和正能量，也为
时代呼唤和期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各行各业的人都在为伟大祖国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杨墅也不
例外，根据他的岗位特点和专业志
趣，选择了这样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为新中国编诗。

谈起这本为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而编选的大型主题诗集

《朗诵中国》，杨墅满怀深情：“今年
春暖花开之际，他接到了河南文艺
出版社社长陈杰女士的来电，希望
他能以新的思路编选一部新的主
题诗集，在致敬经典的同时，适当
选一些当下的新作，以折射当前中
国的发展和新时代中国人的精神
面貌。于是，这本《朗诵中国》出版
了。”杨墅说，十年前，他是《诗刊》
编辑部主任，受命在《诗刊》2009
年9月号上半月刊策划、编辑一本

‘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诗
歌名篇珍藏版’诗歌专号，专号出
版后受到一致好评。其中有一位
特殊读者，他是时任河南文艺出版
社社长、著名散文诗作家王幅明，
他决定把这期专号变成一部诗集
出版，于是就有了献礼新中国成立
60周年的主题诗集《新中国颂》的
面世。这部诗集编选的诗歌以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作品为主。

这部诗集共分6辑，每一辑均
用毛主席诗词中的名句命名。分
别是第一辑《一唱雄鸡天下白》、第
二辑《天堑变通途》、第三辑《江山
如此多娇》、第四辑《忆往昔峥嵘岁
月稠》、第五辑《旧貌变新颜》、第六

辑《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是
从毛主席诗词中得到灵感，构思了
这部诗集。以毛主席诗词中的名
句贯穿全书，是这部主题诗集的特
点，表达了对新中国缔造者的无限
景仰和深切缅怀之情。”杨墅说。

杨墅坦言，在编选这部大型主
题诗集时，他遵循了历史与现实相
结合、文献与文本兼顾、沿袭惯例
与新的发掘相结合等原则。在这
部诗集中，他在选取较多大家所熟
悉的诗歌名篇的同时，也努力拨开
历史的风尘，发现一些被时光掩埋
了的诗歌珍珠。如诗人郭沫若的

《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等
诗，读者相对熟悉，但对他在新中
国成立伊始写下的《太阳要永远上
升》则很陌生。这首诗发表在《人
民画报》1950年10月号上。这首
险被岁月风尘掩埋的诗，可以说是
一首颇具代表性的欢呼新中国诞
生的作品，经他发现后被收集在

《朗诵中国》中。
对这部诗集，上海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
著名诗人赵丽宏，《人民文学》主
编、著名评论家施战军等业界专家
均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看到了许
多熟悉的诗人、亲切的诗篇，看到
了祖国的美丽；听见了新中国前进
的脚步声，也看见了中华民族走向
伟大复兴的动人姿态。”北京大学
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
究所所长、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
谢冕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
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这是当代诗人何其芳《我们最
伟大的节日》中的诗句，被收在由诗人杨墅主编的诗集《朗诵中国》里。

杨墅，本名杨志学，河南沁阳人，文学博士、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文学与出版管理部主任；曾任《诗刊》编辑部主任、鲁迅文学
奖诗歌奖评委；曾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派，任中国诗人代表团团长出访塞尔维亚；
著有《诗歌：研究与品鉴》《诗歌传播研究》《心有灵犀》《谁能留住时光》《在祖国
大地上浪漫地行走》等，主编诗集《新中国颂》《太阳要永远上升》《朗诵中国》等，
曾获《上海文学》奖等奖项。

日前，在七一路附近洛浦公园内的河洛书苑，记者见到了杨墅先生。他受
邀参加洛阳市作家协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诗颂中国》专题活动。在
活动现场，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创作感悟，以及
他和他的诗与洛阳的不解之缘。

1 编诗集《朗诵中国》呈现“走向伟大复兴的动人姿态”

2 写诗歌 有着“宽广的视野和深切的关怀”

3 谈洛阳 将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这片热土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金秋喜事多，河洛文韵
灿。12日，由市作协与《伊甸园》诗刊主办的《董振国
抒情诗选》座谈会在建安门举行。

《董振国抒情诗选》由我市诗人董振国创作，共分
为6章，收录了137首反映诗人心路历程的诗歌。该
诗集由著名诗人峭岩、李发模、项兆斌作序，著名诗
人贺敬之题写书名。

座谈会上，市文联副主席陈胜展，市文联副主席、
市作协主席赵克红，《洛阳日报》原资深编辑宋继敏等
20余人，就该诗集的题材、语言及风格等进行座谈。

陈胜展认为，作为拖厂（中国一拖集团）诗人方阵
的一员，董振国的诗歌与时俱进，颇具独到之处。从诗
作中可以看见诗人的生活足迹，艰辛时的坚定，幸福时
的安然、淡然。

赵克红说，董振国的诗很早已在《人民日报》《羊城
晚报》上发表。人是时髦的人，诗是时尚的诗，在诗歌
创作上，董振国把新时代的新元素注入了诗歌之中，难
能可贵。

《董振国抒情诗选》
座谈会举行

好 书 推 介

杨墅和他编著的诗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