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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世上
最美的语言 ， 我会说是诗的语
言。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世人
最美的称呼 ，我会回答是诗人的
称呼。

数千年来 ， 诗歌语言的魅
力 ，不仅使诗人着魔 ，而且也使
无数的爱诗者 ，因为诗歌的魅力
而情不能已 。 作为诗人本身 ，因
为呈现的语言魅力 ，而赋予了生
命崇高的质量 ；同时 ，诗人还有
一个较大的长处 ，诗歌是个大家
族 ，天下诗人乃一家———这也是
我从诗多年的切身体会 ，因为诗
歌而结交了海内外众多的诗坛
精英。 在众多的诗坛精英中 ，蔡
丽双就是一个颇有成就的女诗
人。

蔡丽双身处经济至上的国
际大都市香港 ，仍葆有一颗纯洁
的诗心。她是能自如跨越文体的

多面手，无论是新诗、童诗 、散文
诗 ，或是散文 、歌词 、寓言 、小故
事 、诗词 、楹联 、汉俳 ，以及自创
的 “清丽双臻 ”和 “曼丽双辉 ”词
牌词谱都写得很精彩 ， 备受好
评。 《比翼云天》作为她第一次出
版长诗专集 ，功底深厚 ，写来得
心应手，但绝非信手拈来 。 构思
情节的深思远虑 ，锤炼字句的苦
心造诣， 诗人情感的至真至纯 ，
诗中字句的至美至朴 ， 令人赞
叹 。 正应了中国一副古联所说
的：“学力根深方蒂固；功名水到
自渠成。 ”

反复阅读蔡丽双的诗稿 ，犹
如咀嚼一枚橄榄 ，味浓香醇 。 好
像徜徉于花团锦簇的苑圃中 ，深
感香气袭人 ，美不胜收 。 她笔端
的情致 ，恬淡而有味 ，让人拍案
叫绝。 《比翼云天》，最少有如下
长处———

情节跌宕起伏 ， 引人入胜 。

诗人只标示是“爱情抒情长诗 ”，
其实诗中有抒情 、有故事 ，有情
节。该书描绘了香港一对俊男美
女， 在爱情路上长跑了七年 ，情
路上既有双双缠绵的甜美 ，又有
男主人公突然失踪的隐痛。原来
男主人公因患绝症 ，为了不伤害
女主人公 ， 而到内地找宗亲 ，有
意回避女主人公。而女主人公一
直在等候着他 ， 盼他早日回归 。
男主人公在山区勇救一个溺水
小孩，恰好小孩的爷爷是中医圣
手。男主人公有病但绝症却是误
诊，终被老中医治好了 。 老中医
的侄女仰羡他救人的义勇 ，爱上
了他， 老中医也乐于当红娘 ，但
男主人公爱的还是他原来的心
上人，故把他的爱情公开了 。 众
人都劝他去掬真爱。他鼓起勇气
去找女主人公。但到底是终成眷
属，还是别生枝节 ？ 长诗戞然而
止，摒弃一览无余，余味无穷。

其次是诗味浓郁盎然 ，丰涵
精髓。 当代赵金光在 《把卷说诗
味 》中说 ：“所谓诗味 ，应该包括
情味 、意味 、趣味 、韵味四味 。 ”
清代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 》中指
出：“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
别。 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四味
中以情味为要。因而可谓诗无情
味，则诗无精髓，失却诗魂。诗人
把歌词 《盼归 》作为长诗的 “序
歌”，这首歌词就情浓意挚 ，情味
丰厚。 长诗分为十九章 ，每章十
段。第一章《天池牵情》的第一段
写道：“依依牵手再上天山天池 ，
／把经历七个春秋的情爱 ，／更牵
进了心灵深处 。 ／天山崔巍了天
池的高度 ，／天池亮丽了爱情的
圣洁，／辽阔着我俩的胸襟 。 ”像
这样富有诗意情味的佳例俯拾
皆是。

再次是多有箴言哲语 ，俏为
诗眼。 富有诗意的箴言哲语 ，是

诗中的佳句 ， 也往往成为诗眼 。
恰似诗的青枝上之芳葩 ，令人有
“眼见佳句分外明”之感。但这些
箴言哲语必须与诗意融为一体 ，
不能是随 便 涂 抹 上 去 的 油 彩 。
《比翼云天》中的箴言哲语 ，就是
长诗中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 ，是
作者梦笔生花的艺术技巧。

情景交融是抒情的一种手
法，但难在“交融”，其妙也在“交
融”。 请看第十一章《审视足迹 》
全诗第 103 段 ：“我俩曾相伴在
太平山顶，／旭日正冉冉地升起 ，
／欢乐地撒下希望的光辉 。 ／如
今我独自伫立观塘码头 ，／月儿
正慢慢地钻出云层 ，／孤寂地撒
下惨淡的清辉 。 ”这无疑景中有
情 ，情中有景 ，是情景交融的佳
例。

《比翼云天 》给我留下深刻
的印象，可概括为：“跌宕缠绵千
迭美；沉雄婉约十分春。 ”

情味丰厚写长诗 □吉狄马加
写诗、写小说的龚军辉忽然捧

出四本文化散文———“点墨长沙”
系列之《名山故事》《大川底蕴》《城
廓素描》《文脉千古》，43 篇作品以

“山”“水”“城”“文” 为长镜， 穿透
长沙千年历史文脉，一步步扫描出
了长沙精神积淀、嬗变、升华的全
过程，显得雄浑磅礴、大气昂扬。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长沙
精神，是内涵丰富、张力劲爆的湖
湘文化代表， 要予以全面展示、描
绘，甚至简单勾勒，殊为不易。“点
墨长沙” 系列之所以能吸引读者，
首先在于选材的准确精妙。 以岳麓
山、麓山寺、云麓宫、爱晚亭等景点
的 11 个探山聚光镜， 不仅让其美
丽景致、迷人风光一览无余，而且
让其文化故事、 典型物产精彩纷
呈， 写出了长沙精神的丰厚背景。
以湘江、浏阳河、沩水、靳江、捞刀
河、橘子洲等为注脚的 9 个窥水定
点镜，融汇了历史沧桑、思古幽情、
民族情怀、今昔对比，烘托出了长
沙精神的源远流长。 以贾太傅祀、
定王台阁、古开福寺、营盘街、天心
阁等 12 个读城广角镜， 通过取景
扫描、圈点评估、诗文折射、传奇叙
说， 白描出了长沙精神的自我升
华。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明德学

堂等 11 个析文推移镜， 分镜头精
深演绎、多角度全面凸透，诠释出
了长沙精神的地域特质。

作者将长沙最具典型性的自
然风景和流传血脉的人文情怀紧
密结合，显示出了对长沙精神的追
慕、赞美、沉思及期望。 不同于余秋
雨的文化苦吟、悲情倾诉，“点墨长
沙”以叙述的沉静客观和抒情的挥
洒自在见长，更接近于西部诗人周
涛大漠军旅散文的雄浑沧桑、剑指
乾坤，有种无拘无束的洒脱潜伏于
文中。 比如，写育才中学坎坷历史，
他长叹道：“育才的痛楚，正戳穿了
一个历史的窟窿： 我们的呐喊，可
能只是醉酒者的呓语，而真正的剐
心剖腹，还在文字的背后。 只有沿
着那些微明的线索，我们才能找到
出发的路，才能看清掩埋在草丛中
的真相。 ”这种反省的深刻、思想的
烛照，以及语言的磁性，都可见作
者诗人的气质和长篇小说构思的
张力。

更客观地说，也可能因这种从
诗歌、小说创作到文化散文书写的
转场，作者的“点墨长沙”系列文化
散文创作，也存在着表意有时稍显
朦胧、篇章有时张合不够严谨等缺
陷，期待今后不断完善完美。

《18 个未来进
行时》 这书还没读
之前， 我猜想过这
究竟算是一本科幻
书 还 是 一 本 科 普
书。 18 个不同角度
对未来的解读，说
是科普吧， 可是又
有谁能向现在的我
们去科普一个还未
到来的世界？ 说是
科幻吧， 读起来却

不是那个味。
也许把这些看做是 18 个领域的学者

写给普通读者的信更好，即便这并不是以
信的格式完成的。 在每一封“信”里，他们
告诉我们，在他站立之处望向的未来都有
些什么困难阻碍，而这与我们的未来又有
什么关系。

刚开始我还有些担心会不会是严肃
枯燥的小论文，但是很快我的担心就消失
了。 不可否认，在某些专业领域，确实有
我无法理解的东西。

不过， 更多时候是我在阅读时的惊
叹，原来这些事情之间会有关联。 无论对
错，这本书无疑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观察
世界的窗户。 18 篇短文出自 18 个作者手
中，各有各的风格。

地球的未来、我们的未来、网络的未
来、制造的未来、遥远的未来，从整体到
局部，又从近到远。 从我们生活最基础的
生态讲起，环境、气候、生物，而后又讨论
如今十分热门的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高
新领域，最后则是带我们前往科幻小说经
常展现的场景———外太空。

对世界万物的好奇总会促使我们发
出疑问：未来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 我们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未来的一切更美好？
到底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 说实话，
这些问题书里都不会直接告诉你。 但是
书中的种种，会带你踏入一个比较可信的
未来世界。 当你置身于那里，你需要自己
花点力气去发掘你想要的答案。

作为一个内心比较文艺的读者，书中
关于生物的那篇确实触动我。 虽然关于生
物灭绝的文章比比皆是，但是最重要的是
后面作者提到，人类某些看似侵害到动物
的行为，却是一种人与动物之间最好的维
持平衡的方式。 就有点像为了植物的更好
发展，你需要去修剪枝叶一样。

对于书的内容， 作为一名普通读者，
我也给不出什么专业解析，而概括内容在
我看来也没什么必要，因为这本书最精彩
的就是它的内容了。 满满的干货全都在
这本书里，等待读者们自己去探索。

品品读读 诗文白描长沙城 □周国清

1.《奥威尔书评全集》
□[英]� 乔治·奥威尔

奥威尔可谓是 20 世纪最发人深省且文笔最
为生动的随笔作家之一 ，他以过人的精力和毫不
妥协的语言 ， 用笔和纸与其时代的偏见进行抗
争 ，也因此而闻名于世 。 本书收集了迄今所能搜
集到的奥威尔在不同 报刊 、 文集中发表的长短
书评，横跨奥威尔的整个创作生涯 ，其中包括 《查
尔斯·狄更斯》、《在鲸腹中》、《评 〈我的奋斗〉》等
多个名篇 ，以三卷近百万字的篇幅 ，呈现奥威尔
书评的全貌。

2.《分身：新日本论》
□李永晶

本书选择日本近现代史上的若干个精神主
题予以刻画和重述 ，诸如水户学 、亚洲主义 、近代
超克 、日本马克思主义 、战后民主主义以及战后
日本宪法的问题 ， 从而揭示日本经验在思想史 、
政治史与文明史上的意义 。 对这些主题的讨论 ，
不仅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近代日本的变迁 ，更是
重新认识东亚世界史变迁和探寻更为公正的世
界秩序不可欠缺的视角。

3.《掘墓人：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冬天》
□[德]吕迪格·巴特 /[德]豪克·弗里德里希

这是一份关于魏玛共和国的最后 10 个星期
的引人入胜的报告。 这部作品为那段将欧洲引向
前所未有的灾难的日子 ， 描绘了一幅浓墨重彩
的 、层次丰富的画像 ，用极富冲突感的手法呈现
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人祸。

4.《西方通史（第二卷）： 世界大战的时
代：1914-1945》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作者用高超的手法和描述介绍了 20 世纪引
人注目的 10 年———从“一战”爆发到 1945 年 5 月
德国的投降以及 3 个月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
爆发。

5.《朝圣者的碗钵：莫兰迪画作诗思录》
□菲利普·雅各泰

法国大诗人菲利普·雅各泰对莫兰迪画作的
八次沉思 。 他带领我们一一观看莫兰迪的画作 ：
静物、风景、花朵、水彩 。 他以里尔克 、但丁 、帕斯
卡、莱奥帕迪、巴赫、维米尔 、贾科梅蒂等诗人 、哲
人 、画家 、音乐家为观照 ，深入剖析了画家的思
想、艺术观。

一周书榜

时时尚尚
学者眼中的
未来 □林雨宁

人 物 传 记
的写作，向来见
仁见智，并无一
定程式，尤其为
生人立传，不是
一件易事，要让
当事各方满意，
又不失作者自

己的独立判断，做到不媚俗，有新意，角
度、分寸的把握，都会面对种种挑战。 既
要面对现实，又不落入俗套，绝非易事。

《刀耕墨旅———许钦松小传》是鄞珊
的大作，作为潮州人，她对潮汕文化有很
深刻的了解，在整个叙事过程中，都透着
深深的潮汕文化的底色。 用“樟树下”作
为第一章的标题， 揭示了明确的乡村叙
事格调。 梦的碎片 / 随着不冷不热的风
儿 / 飘荡起来 / 有的挂在树梢上 / 有的
掉进老井中 / 有的落在菜地里……正如
弹琴， 起手处， 常常是作者写作的定调
点， 开篇别有必裁地选录了传主许钦松
的这首小诗作为引言， 奠定了整部作品
潮汕乡村风味的基调。

鄞珊是一位画家， 以绘画和散文见

长，反映到她写的文字里，正如关于许钦
松出生的这个潮州小山村的介绍， 就有
明显的画面意境：“家里首添男丁， 这一
刻，不仅是这个家庭，也给邻里和亲戚增
添了莫大喜乐。 这婴儿的哭声响亮，透过
院子，抵到周遭。 他的到来满足了父母的
期待，母亲心花怒放，要知道，男孩子也
让媳妇腰板挺直了起来。 ”能写出这样的
细节， 这只能是作为一位来自潮州的作
者。

在很多传记作品中， 我们会看到一
些先天的或与传主命运相关的信息暗
示，比如，科学家从小就热爱刨根问底，
艺术家从小就有常人不具有的艺术天
分， 政治家或革命家则有天生反抗的秉
性，但在鄞珊的笔下，传主就是一个乡村
孩子，或者也有他受到地方戏剧、音乐、
美术等环境方面的影响， 但他自始至终
都是山村里走出来的美术家， 他从小与
别的孩子并无特异之处， 他一样受到家
人的影响，一样有调皮、淘气和懵懂的时
候。

在作品的谋篇布局上， 看似碎片化
的编织，却是用画家特有的眼光，再现了

传主成长的清晰、完整的人生画卷。 用浓
重的笔墨写许钦松的成长过程， 把传主
的人生叙事重点放在了他的前半生，是
非常恰当的， 讲述传主本人的努力与奋
发向前，也描述传主成长的时代画卷，既
反映传主成长环境，也留下历史的印记，
给读者以更多的思考。

一般而言， 传记写作会注重叙事语
言的平实与严谨， 在结构方面更加强调
整体性。 而鄞珊在写作过程中似有意突
破传统的传记叙事模式， 在语言和结构
方面，都有明显的特色。 在这部《刀耕墨
旅———许钦松小传》里，通篇都能看到散
文化的、诗意化的语言意境表达。 结构方
面，作者采用了开放的模式，毕竟是为在
世者写传，结尾部分没有兜底的结论，而
是用相关的媒体报道， 用第三者视角来
表达———这样写，是有风险的，容易让人
有虎头蛇尾之感，但采用这种
方式， 可以避免落入
歌功颂德的俗套。

艺艺事事 画家写成的许钦松传 □陈典松

制图 / 李金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