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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林 撷 英

书 界 动 态

新 书 推 介

《海上丝绸之路：
从青岛到红海》

★作者：高洪雷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选取欧亚非三大洲 15
个重要路标，以贯穿古今
的视野描绘海上丝路的形
成过程和辐射形态，为“一
带一路”提供扎实的历史
书写和多彩的文明图景。

文化
观察 致敬诗歌和青春

——青春诗会 届回眸

《寓医于食：
中国人的饮食智慧》

★编著：赵霖 鲍善芬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本书将中国古代食医
文化和现代营养学知识相
结合，基于“寓医于食”“凡
膳皆药”的健康理念，提出
易于理解和便于操作的中
医食疗方法，帮助人们增
强防病和抗病能力。

（本报综合）

勺子碰锅沿，那天，和爱人吵了一架，从生活中的
鸡毛蒜皮到人生观，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不
知怎么，我脱口说出：“人生，是一场采蜜的过程。无
论过往有多苦，生命最终还是要酿出蜜来。”爱人突然
叫了暂停：“你先把刚说的话记录下来，免得吵完架，
这些‘金句’就忘了。”我们的争吵戛然而止。然后我
开始反思，向她道歉。满天的乌云烟消云散。

这是我们生活中文字产生的力量，不仅对我，也
影响到我的家人。我一直喜欢写作，久而久之也影响
到家人，即使是在争吵中，仍记着那些“金句”的迸
发。于我而言，没想到，文字的力量居然能及时修复
我和爱人之间偶尔产生的缝隙。

对于文学，我有过许多比喻。如果生活真的是苦
的，文学就是药后服下的一颗糖，糖的甜蜜会贯穿所
有的岁月。文学是落在我生命空地上的一场大雪，尽
管不能改变什么，但绝对会让我变得精彩。

不同阶段的经历，让我对文学有着不同的感
受。1988 年，我第一次远离故乡，成为工地上的一
名工人。在我最迷茫的时候，我爱上了阅读，后来
爱上了写作。那时，文学就是插在地里的竹竿，不
断为我的生命提供着向上的拉手，支撑着我不至于
在迷茫中匍匐。

此后大半生的时间，写作一直支撑着我走过了一
段又一段的岁月。我从事过很多的工作，比如：码头
上的装卸工、行走在街头的拾荒者、走街串巷的小商
小贩、争分夺秒的外卖员。有人问过我，这样的人生
你满意吗？于是我写下：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
高飞，低处飞行也是飞行。

事实上，幸福是一种感觉，只有你愿意打开，幸
福才会扑面而来，无处不在。我曾经在一家砖厂工

作过 7 年。每天晚上，趴在砖厂的通
铺上，写下文章，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
引发我对生活的思考。写完之后，我会把
稿子扔进厨房的灶膛，成为第二天早上烧火
做饭用的引柴。当那些文字燃烧成火焰，我在心里
告诉自己，谁说文学无用，它如此火热、跳跃，提供
给我“一日三餐”。

我一面生活着，一面写着。把生活过成一种固体
的形状，把爱好变成液体。当它们相互纠葛，就形成
了我生命里的山水。2018年，我成为一名大龄外卖
小哥。由于工作原因，争分夺秒的生活无法给我的笔
墨写作提供时间。我便改变方式，用语音去写作。在
等餐间隙，甚至是等电梯的瞬间，一旦灵感触发，我就
会快速地留下一段语音。当安静下来时，再把这些语
音转成文字，整理成一首首诗歌。

因为生活的不断变化，我从最初的小说、散文、
随笔等写作，转向更加便捷的诗歌写作。在情感深
处，我对于文字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结。而这种生活
和写作的相互结合，意外地为我积累了大量的创作
素材。在5年送外卖的工作间隙，我写下了3000多
首诗歌。

2022年，我的一首不足百字的小诗在网络上迅
速走红，引发了媒体和出版界的关注。生活从此迅
速为我打开了另一条道路，至今我已经出版了 3 本
诗集，也对文学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今年 56 岁了，
随着身边老一代人的不断退出，越发感觉文字成了
不可替代的依靠。如果我是一道光，被写作拧亮了
开关，我愿意义无反顾地为照亮一条路，用尽自己
所有的能量。

（据《人民日报》作者：王计兵）

当文字燃烧成火焰

作 者 心 语

新出版的《金波别集》，是对金波70年来儿童文学创
作的一次别样汇总和展示，涵盖了他绝大部分优秀作
品，打破童话、诗歌、散文、小说的体裁束缚，分“天”“地”

“人”“和”四辑，意在“天道酬勤，地道酬善，人道酬诚，和
道酬融”。“天地人和”四个字可以概括金波迄今为止出
版的全部作品，按主题区分这些作品使这套书具有了别
样的特色。

金波在本质上是诗人，他的写作一直在诗的境界里
流连。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诗，自不必说，即使是他其他
体裁的作品，骨子里还是诗。他的文字如温柔的月光，
平等关爱着所有生命，尤其关注那些柔弱的存在。他笔
下的童趣与诗意相互交织，展现出深刻的生命意识和美
学价值。

金波的童话总衬着一个诗的底子，成为一道独特的
文学景观。无论是《一只蓝鸟和一棵树》《雨人》，还是

《黑橡树》《根鸟》，既是童话，也是诗。不说文字背后的
诗意，就说构思，也是诗的构思。读这些童话时，我竟有
一种幻觉：它们浓缩再浓缩，最后竟由散文式的句子，变
成了诗行、诗句。这些童话像是从一首首精湛的诗改写
与扩展而来的——它们生于诗，长于诗。

金波是用诗的眼光看待世界的。读金波及一些其
他名家的童话，我得出一个感悟，上品童话与诗并无界
限。童话在初时，本就与诗同出一源。

我曾经从文学史中得出一个结论：诗人就是诗人，
很难见到他们写出好的小说。但后来读了金波的全部

小说，发现并非如我所想——因为是诗人，可能长于抒
情而短于叙事。金波在叙事方面十分出色，能创作出一
个个独特美妙的故事，有情节、有细节，有小说需要的一
切元素。他可以写诗、写童话，也可以写小说，这三者在
他这里是三位一体的。

看金波的诗，我体会到了“流淌”的意蕴。他写花、
写书、写云、写雨、写风，那些文字似乎没有重量，从这一
句到那一句，从这一意象到那一意象，像没有一丝阻隔
的水一般流淌。他的作品不仅强调自然美、童心美与艺
术美，还特别注重韵律美和音乐美，使读者能够沉浸在
充满诗意和节奏感的意境之中。

这种诗性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去掉一些浮华、做作
的辞藻，让语言变得干净、简洁，叙述时流畅自如，但又
韵味无穷。金波的美学风格就是简洁。他喜欢单纯与
干净，不喜欢芜杂与太多的枝蔓，也有复沓，也有一唱三
叹，但根本上还是简洁。

这次翻看《金波别集》，还发现了一个以前被忽略的
角度，即他的诗与哲学的关系。在他的诗和童话中，多
是形而上的、富有哲思性的主题。这些主题关于生命，
关于天地人和，关于时间和空间。他的文学世界，是一
个万物有灵的世界，落叶非落叶，雨滴非雨滴，云朵非云
朵，石头非石头。他的创作核心在于表达对生命和自我
的丰富认知，以及对人与世界和谐共生的哲学思考，并
通过诗歌和童话传递出一种万物有灵的世界观。

《金波别集》是一套图文并茂的书，也是一套分类
别致的书，既有意境，又有创意。当然，称为“别集”，
更显风雅。

（据中国青年网 作者：曹文轩）

19801980年夏年夏，，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诗人合影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诗人合影（（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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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郭沫若文学艺术奖”近日在郭沫若的家
乡——四 川 省 乐 山 市 沙 湾 区 揭 晓 。《霞 满 天》

《爹》《昨日的边城》等 3 部作品获得 2024 郭沫
若文学艺术奖“文学大奖”，川剧《变脸》与舞剧

《屈 原》获 得 2024 郭 沫 若 文 学 艺 术 奖“ 艺 术 大
奖”，长篇小说《寻找》、诗集《诡异的虎词》等数
十部艺术作品获得 2024 郭沫若文学艺术奖“新
人新作奖”。

主办方认为，获得“文学大奖”的作品异彩纷
呈。《霞满天》以文学担负生命之重，关注人类生命
意识的回归和生命存在的可能超越，以生命活动
的绝对价值去点燃纷争的火焰，形成了具有独特
魅力的生命美学；《爹》把人物命运融入波澜壮阔
的历史，生动记述了“爹”和父辈们为国为家赴汤
蹈火、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英雄气概和民族精
神，呈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人民群众推
动时代、创造历史、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昨日的
边城》以史诗般的美学视野展现了小凉山的社会
历史变迁，丰富创新了非虚构领域的写作实践。

郭沫若文学艺术奖设立于 1989 年，已举办了
7 届。 （据中国作家网）

■文学大奖

作 者 作 品

王 蒙 中篇小说集《霞满天》
彭学明 长篇小说《爹》
龚静染 非虚构小说《昨日的边城》

2024郭沫若文学艺术奖揭晓

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场景，叶延滨
至今历历在目：《诗刊》大院、小平房、木
板床、吱吱的蝉鸣声……1980年夏，一
群年轻诗人受《诗刊》邀请，相聚在北京
和河北秦皇岛，读诗、谈诗、写诗、改诗，
他们把对时代的展望与青春的激情全
部注入诗歌创作中。“整整半个月的时
间，名家与新人、文学界前辈与青年写
作者坐在一起，平等交流也不乏交锋。”
在座谈会上，叶延滨回忆说，大家都有
着共同的愿望，也对改革开放充满了热
望与信心。

青春的中国也热切期盼着青年的
创造。时任《诗刊》编辑、诗人王燕生在
他执笔的纪要中将此定名为“青春的聚
会”。他说：“让我们为遍布各地的新一
代诗人祝福，我们期待诗歌的百花盛开
在古老而年轻的诗国。”

同样参加了首届青春诗会的徐敬
亚回忆说，1980 年夏天在北京参加诗
会的经历，让他强烈地感到心里有大量
感觉往外喷涌，结果一落笔便一发不可
收，写下长篇评论《崛起的诗群》。

从首届青春诗会开始，大量年轻诗
人脱颖而出，他们的探索和创新得到了
普遍认同，也为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不
断输送着新生力量。

作为青春诗会的重要见证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
冕观察到，参加青春诗会的年轻诗人们，无一例外地坚持着
探索的、开放的姿态，他们以新鲜的创造取代那些已成定势
的单一的艺术思维，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写出了美丽诗意。

叶玉琳在参加第 11 届青春诗会前，还未从乡村走出
来，虽然坚持写作多年，却自认为笔底羞涩、默默无闻。在
青春诗会诗友们的鼓励下，叶玉琳发表诗作《大地的女儿》，
把对大海的挚爱、女孩的坚忍及对语言的探索，全部倾注到
诗歌里——“你知道在海里，人们总爱拿颠簸当借口/搁浅
于风暴和被摧毁的岛屿/可一个死死抓住铁锚不肯低头服
输的人/海也不知道拿她怎么办……”评论家孙绍振评价
道：“叶玉琳用传统语言方式写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并且写
得如此深刻动人。”

参加青春诗会的诗人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用
诗意语言描绘着中华大地上的生动实践，建构着奋进中国
的精神图谱。

“风中掺进多少颜料/静阔丰盈平原，一夜金黄/贴着密
密麦芒滑行，灵气吹拂/快快，劳动变成大地美景……/让我
好好看看你/不折断一缕麦香/前胜村，我把你挪到大地中
央”，这是曹宇翔笔下的丰收景象。他参加了第8届青春诗
会，并由此找到创作方向。在《黄河诗篇》《祖国之秋》等作
品中，他把变化的时代、诗意的生活展示给广大民众。

参加了第15届青春诗会的卢卫平，特别关注城市普通
百姓的生存状况。在《在水果街遇见一群苹果》《玻璃清洁
工》等诗作中，他将心底的爱与怜悯，凝结成温情、温润、温
厚的笔触，为普通人的生活点燃微微亮光。

“因为诗歌、因为青春、因为理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
‘背景’的人。”这个“背景”是什么？卢卫平说得很笃定，“那
就是我们仰望的星空、是我们爱得深沉的大地、是锦绣的江
山、是豪迈的人民、是一腔沸腾的热血、是激情飞扬的旗帜、
是歌声嘹亮的时代”。

2024 年 7 月，西子湖畔迎来了一群特
殊的客人。他们热切感受着中国的山水风
物、历史人文，也在交流中分享诗歌穿越时
空、抚慰人心的力量。

作为青春诗会的延伸活动，“首届国际
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在杭州、北京
两地举办。来自金砖十国的72位诗人共赴
这场青春的盛会。

第30届青春诗会诗人戴潍娜参加了这
次活动。令她印象深刻的是，诗人们用各自
的母语朗诵诗歌，尽管有时候不解其意，但
丝毫不妨碍大家听到其中的音乐、韵律、力
量。由此，戴潍娜的视野也变得更加宽阔。

《诗刊》主编李少君指出，“国际青春诗
会”是青春诗会的一次新探索，把不同地区、
不同信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实现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四十不惑，青春诗会再出发。第40届
青春诗会又迎来了20位年轻新面孔。他们
中，有从事影视创作的柆柆，有在读博士生
杨不寒，有期刊编辑丁东亚，还有首次加入
的外籍诗人伊娃·达·曼德拉戈尔……

青春永不落幕，探索总在继续。当年，
首届青春诗会即将结束时，舒婷写下《赠别》
寄语所有诗人：“人的一生应当有/许多停靠
站/我但愿每一个站台/都有一盏雾中的
灯。”40余年来，青春诗会如耀眼的灯盏，照
亮了年轻诗人的前行之路，也照亮了中国史
诗创造的漫长征途。

（据《光明日报》作者：刘江伟 贾奕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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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青春诗会被誉为中国诗人
的摇篮，许多著名诗人从这里走
出。近日，由中国作协《诗刊》
社、河南省文联主办的“青春回
眸·青春诗会四十届庆典”开幕
式暨“青春四十届·致敬诗歌和
青春”座谈会，在河南郑州举行。

40多年来，这个以发掘培
养诗坛新力量为宗旨的诗会，共
推出590多位青年诗人，涌现出
舒婷、西川、于坚、翟永明、王家
新、欧阳江河等重要诗人，已成
为青年诗人茁壮成长的摇篮与
闪亮登场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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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波别集》（东方出版中心）

儿童文学中的
诗意与哲思

青春诗会再出发

鼓励年轻诗人勇敢探索、
勇于创新

“期待诗歌的百花
盛开在古老而年轻的诗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