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的形状
◎毕建奎

文汇轩

你来 就是春暖花开
◎陈力

知道 你会来
不仅仅是为了
来看 我们家乡的海
于是 平淡的日子里
我便多了一份期待

选择一个 你喜欢的时间吧
不论是 哪个季节
只要你来
那一天 对我来说
就是春暖花开

来前 千万不要说定行期啊
要知道
那样 我将
日日牵挂 夜夜难捱——

愿意你
像远方的一缕风
就那样 悄没声息地飞过来
轻轻地
不惊动一片云彩——

请相信
我不会催促你的

对于生命里
那个美好的节日
我更愿意——
默默地
等待——

陪伴
◎周晓方

你总是
匆匆而来
又匆匆离去
那河那海那汪洋
你在登上谁的客船
你来 或者不来
你去 或者不去
究竟是谁 在谁的身边
陪伴

藤蔓
◎王晓强

移走案头与我神通的藤蔓，
将它置在你床头橱的上面，
从此它是你入夜的陪伴，
你不眠我就会彻夜失眠。

昨夜藤蔓托梦说你的梦魇，
那是曾经遇人不淑的重演，
也向我告密你梦中的笑颜，
那是见到除我而外的遴选。

我对你的爱大到没有外边，
我对你的爱小到没有内端，
藤蔓，我要你报喜不报忧患，
快说，明天我的爱是否能见？

冬
◎李恬瑜

雪
争先恐后落
也不过
三三两两
而冬日玫瑰
用尽力气
竟迸发出
娇艳活力
浓稠如处子的血
朱砂痣
滴油的烈焰
熟透掉落的浆果
冰原上赤狐的鬃毛
冬日玫瑰
她会旋转吗
绕着木凳一角
吐露着沁脾香气
在人的耳畔
下一秒
投身进壁炉
而我
拿着一个烤苹果
和一杯热朗姆酒
走进来
坐在藤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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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录

《诗井汲花录》编后感
品书斋

春天有形状吗？可能你一下子就被我问懵
了吧？

你可能会说，春天是有色彩的，春红、夏绿、秋
黄、冬白，红是春天的标配色，但春天却又不只是红
色的，万木吐绿山河秀，千树繁花火遍天，她是花花
绿绿、五彩缤纷、不拘一格的，色彩斑斓，乱花了眼、
闹醉了心。

你也可能会说，春天是有味道的，风乍起，吹皱
一池春水，春水的味道甜甜的；小草带着露珠，闪耀
着太阳的光辉，春草嫩芽多可食，蓼茸蒿笋试春盘，
春草留给了我们满口的清香；此起彼伏次第开，你
方唱罢我登台，戏蝶采蜂时时舞，为有花香伴春来。

你或许还可能会说，春天怎么会有形状呢？若
有形状，那也一定是千姿百态的吧！叶子的形状，
有的方，有的圆，有的似扇，有的椭圆；花瓣的形状，
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窄，有的宽；枝条的形状，有的
万条垂下绿丝绦，有的一枝红杏出墙来。这也太不
好断定，春天究竟是哪一种形状了吧？

如果我说，就让我们说一种最能代表春天的形
状，那应该是哪种形状呢？“春雷响，万物长”，如果
一下子说不出来，那就让我们一起到春天里去寻
找吧。

林中新绿一重重，万树枝头，刚刚钻出的叶蕾，
似箭，射向天空，无论它们叶芽成长为叶子后是什
么形状，但它们的叶蕾却是一个模样的，就是像箭
头一样努力地从树枝内钻出来，破壳而出，寻求着
新生。万千叶芽，犹如万箭齐发，不信，你可以尽情
地观察，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小蕾深藏数点红，让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含苞
待放的花蕾，它们绽放后的模样是多种多样的，单

瓣花也好，重瓣花也罢，
花瓣都是柔软的，但它
们在绽放前积蓄的样
子，却是所有花瓣旋转
着凝结为一个螺旋包，
一股力量往前冲的感
觉，一树花蕾，万头攒
动，想一想，它们柔软的
瓣儿，是怎么突破树枝
那坚硬的壁皮而见天日
的呢？

江南二月多芳草，
春在蒙蒙细雨中。让我
们放下身段，蹲下身子，
细细察看那草色遥看近
却无的小草儿们吧。它
们未来有柔软的身躯，
但钻出地面刚刚露头的
样子，却像是一颗颗坚硬的钉子，戳穿地面，捅破坚
冰，掀翻巨石，来到了这个世界。那个劲头儿呵，那
个姿势和形状呵，真的是万夫不可阻挡、勇敢看我
儿郎的豪迈耶！

让我们再到古诗词里去找一找春天的形状
吧。“蒌蒿满地芦芽短”，从“短”字中，让我们想像一
下蒌蒿和芦芽的形状，我不说，你也一定想像到了
吧。“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红豆生南国，春来
发几枝。”一个“入”字、一个“发”字，一个侵入之意，
挡也挡不住；一个生发之境，拦也拦不得。“花气袭
人知骤暖，鹊声穿树喜新晴。”“今夜偏知春气暖，虫
声新透绿窗纱。”“袭”“穿”“透”三个字，这个意境

呵，随便一想便可晓得春天的形状，春天，简直就是
冬天的侵略者，弓箭在手、子弹上膛、万炮齐鸣。

我们看了林绿、赏了蕾红、触了新草，又感受了
古诗里的意境，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哪一种形状是
最能代表春天了吧？不错，是尖形，确实是尖形，春
天的形状是尖形的。

正是这个形状，打破了严冬的沉寂，为天地间
带来了自由、繁华和热闹，这个形状是勇于突破追
求新生的精神劲，是不甘寂寞力争上游的正能量，
是生生不息你追我赶的行军曲，更是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的万千希望，亦是星辰大海勇奔赴、不
负青春不负己的雄心满怀！

在人世间，让人记住不忘的，不一定都是宏大
事物。在我的记忆里，那些浩然之物，反而消失得
更快。

譬如，雪域之尊格拉丹东雪峰。它岿巍苍劲，独
立天地，一睹让人心惊，心灵迅即被征服。然而，经
过时光淘洗，记忆里所剩也只有它的高耸与威严。
而在它清冷的上空，缓缓旋飞的那只褐色山鹰，却留
在了记忆里，久久不能忘怀，尤其是它那被阳光照射
的双翅，闪出的金色光芒。

又譬如，越南的海上盛景下龙湾，它那碧玉似的
海面，独立海空的石林，真是美不胜收。4个小时的
观光游览，竟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与作家蒋子龙
兄，一直坚持在船舱外，宁可让清凉的海风吹击，也
不放过一分一秒的观赏机会。不过，随着时光流逝，
留在记忆里的，也只有它海面的浩渺，以及岩石的独
秀罢了。倒是那些峭壁上稀疏可见的鲜红色之物(花
或者树），却亮在了记忆一角，不肯褪去。那可是在
万顷碧波中，养心养眼的玛瑙红啊!

为什么我的记忆功能，偏爱记小，而不重于记
大？自己很难给出答案。

譬如，对一处叫作薄荷的小院儿，所产生的清新
记忆，足可以说明，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记远忘
近，是常有的事。让人琢磨不透的是，那些大而空的
事物，如照彻夜空的炫目烟火、辉煌灯市，往往只存
在于投目的一刹那，过脑即逝。而这座叫作薄荷的
小院，它虽小，却玲珑，亦别致，藏于僻静的街巷，而
不肯招摇。只那么一眼，就让人记住。

我家周围的四座公园里，最远的是叫作柳荫的，
它因金丝垂柳闪金的光色而盛名。不远，离我住处
也只有2500步之距。它是一处颇具野性的草木之
地，除了草木，当然还有湖水。湖中小岛和栈道，被
繁茂的芦苇菖蒲拥戴着。在市内公园里，如斯浓重

野气的并不多见。今年孟春时节，我们清晨入园，阳
光刚好初照高林。抬眼即见水面上凫水的一群群水
禽。那些鸟仔，追随着它们的双亲，在快速地滑行。
它们或潜水或浮水，与岸上的游人交换着热情与趣
味。孩子们嬉笑着投下食物，鸟仔们毫不介意地去
享用，还唧唧咕咕说着什么。

薄荷小院儿，不在水边。与湖水相隔一条观景
道。而它朝外的小门，静静地衔在公园高大的西墙
里，不细看，会忽略它的存在。我与内子每一次去柳
荫，总会顺道经过它小小的门。它的小门是双扇的，
杏黄色，一睹让人心暖。门，总是闭着。让人想到
“深闺藏娇”这样的字眼。“薄荷小院儿”几个字，是用
乳白色的颜料涂抹而成。整个布局，恰到好处，别具
一格。是啦，让美无言地与人对视，是绝顶聪明的交
流手段。我们于是驻足，观赏，品味。去揣摩主人的
年龄、性别、风度、相貌。想象是一位仙风道骨的白
发居士，或者婀娜可人的芳龄佳丽。门楣，是三角形
的，像一位农夫插着野花的尖顶草帽。门楣上，横插
着一些花束，颜色不艳亦不俗，很是入眼。有那么几
次，抬起手，欲叩动门环，想看个明白，内里究竟藏有
何等高人？然而迅即抽回手。因为门面上，没有任
何标志。假若不是茶庐或者咖啡屋，唐突进入，有失
礼节。即便有画坛高手在内作画，也不可以推门而
入，搅人思绪，乱人创意。如斯，只能久久凝视薄荷
小院儿这几个字，猜测它内在的真正含义。是啊，主
人为何单单把小院儿与薄荷联系在一起，去营造一
种别样氛围，而不是别个？譬如，青竹小院儿，听雨
轩之类？薄荷小院儿这个称谓，的确有些特别。觉
得它诗意，雅气，凉爽，似是一缕梦境。

猜度，不也是一种趣味吗？不必去较真儿，一
定去弄个明白。在月夜，路经小院儿，闻得几声洞
箫抑或古琴声，使心中久藏的古典韵味复活，岂不

更妙？探幽而止步，以想象去替代亲临，如作画，留
一些空白，不也很有些美学意味？有时，亲临不如
向往，探望不如飞鸿。留有余地，总是好的。想起
那一年，随第一个大陆诗人观光团，去宝岛台湾采
风，急着去阿里山拜望那一棵千岁神木，因为它的
名气实在太大了。它在阿里山主峰的神木车站东
侧，苍郁而带有悲壮色彩。它屹立在山风中，索索
有声，像是说着什么。这样的时刻，听懂与听不懂，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识并留住了记忆。因为，大
自然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在观照着万物，尤其
人类。在大陆的深山老林里，类似苍劲古朴的老
树，比比皆是，并不稀奇。只是因为，这一株阿里山
古木，远离大陆，独自临风，格外情牵人心。也因为
它，经历了太多的悲欢离合。不过，现在想起来，留
在记忆里的，也就是它的古朴与苍郁，其余却淡了
去。假如，没去亲临，想象里的它，或许更有一层神
秘的意味吧？因为，眼里的东西容易模糊，心里的
东西则可保存恒久。这样一想，将薄荷小院儿置于
想象空间，不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也是一种诗意
取舍。我所得到的启迪是，对美不要太过苛求，不
要总想去透视它。有时，意识的朦胧，会对美产生
一种别样的诗感和情趣。

前些时候，我又一次走入柳荫公园，猛然意识到
少了一些什么——是啦，那一处叫作薄荷的小院儿
不见了。它被拆除了，连一个瓦片都未能留下，留给
我们的，只有回忆和想象。的确，那杏黄色小门、横
插门楣的小小花束，以及那一对古铜色门环，都清晰
地留在了记忆里。尤其，薄荷小院儿那几个乳白色
的字，似乎刻在了心的一壁。这样闭目凝思的当儿，
从公园一株高大的金丝垂柳处，传来杜鹃一声声的
鸣叫，我闻之惊心，它重复鸣叫的，不就是“美不消
失、美不消失”吗？

80后小友冯震翔的新作《诗井汲花录》由燕山
出版社出版，即将问世。作为特约编辑，我先睹为
快，第一个拜读了这本24万字的古诗词赏析专著。

作者把中国古典诗词比作一口极为特殊的语言
之井，“井中之水，是无数锦心绣口的诗人词人以才华
和心血涓滴聚成的奇液清波”，这口井为无数文人雅士
提供了“酿启示之酒，煮审美之茶”的灵泽仙露。作者
大学时期就爱好古典文学，工作后，更喜欢阅读古诗词
及相关的诗学诗论著作，同时写下很多古体诗。这位
一级播音员还参加了青岛少海诗社，与诸多诗友赠酬
唱和，这给他紧张忙碌的电视台采编和主持工作加添
了一份乐趣。而这本书，则完全源于一次“偶遇”。

作者说，四年前，他偶读王国维《人间词话》时
突发灵感，于是利用零碎时间，随手在书页空白处
写下一些感想心得，他没想到的是，这竟成为一本
书，即《诗井汲花录》问世的缘起。当他读完《人间
词话》时，书页的空白处已密密麻麻写满笔记。为
了印证自己的感受，他又翻阅了《花庵词选》《近三
百年名家词选》《词林观止》《全宋词》等作品。后
来，阅读范围又扩大到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
诗宋词、清诗，甚至近现代的诗作。无论是已经烂
熟的名篇，还是初次照面的冷僻之作，他一首首地
读，一篇篇地写随感，日积月累，三年多时间，竟攒
出来百余篇“读后感”，也就有了这本书。

作者在本书中，将随感笔记分为“诗心”“词境”
“律法”等十二个篇章，也就是从十二个角度去观照
自己心目中的古诗词。他从字句细微处体察作诗
填词者的片刻兴感，或者以多首完全不相干却有所
暗合的词篇加以比较，或借助词章联想古今与中西
一些观念的微妙合变，又或者依托词句探讨少为人

所注意的种种语言现象或观念现象，还对一些历代
见解迥异的话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和分析。

如在“诗心”篇，针对苏武的《诗四首》，他认为，
苏东坡早就指出苏武、李陵的五言诗不可靠，作者
另有其人，但历代文人对此见解各异。在很长时间
里，所谓“苏武李陵赠答诗”与《古诗十九首》齐名，
其实从二者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后者极少有戏剧性
矛盾、悲剧性冲突，其诗思的生发，多来自于平凡的
生活场景，由此又催生出平淡却深沉的情意；而前
者则注重于矛盾冲突的那一刻，这种场景催生的情
感并非平淡，而是悲伤或悲壮。因此，冯震翔由此
得出了《古诗十九首》-“苏李诗”-老杜“三别”这样一
条线，三者之间，有一条很清晰的诗学演进脉络。
他认为，杜甫显然对《古诗十九首》和“苏李诗”相当
熟稔，他吸收了前者最真挚浑朴的诗性诗情，也将
后者中的人生际遇用作素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
创作“三别”等诗章，构建出一个个国家大义与人伦
情感之间尖锐异常的矛盾，将特殊历史事件所造就
的人生际错愕发挥到极致。又如，唐代诗人卢纶
《领岭南故人书》一诗，说的是他夜半收到一封来自
遥远岭南的来信，写信人意欲何为？冯震翔条分缕
析，一步步引导读者进入本诗的深处，揭示了卢纶
在那个特殊夜晚的真情实感。虽然这首诗不符合
所谓的“赏析法则”，但冯震翔认为，它丝毫不妨碍
我们“有动于衷”，因为它真实地留存了诗人援笔立
就、无法细细雕琢的匆忙，更能带我们无隔膜地切
入那个时代，了解当时人们的情感表达，以及当时
社会交往的真实境况，特别是其中的诗性意味。

又如在“玄思”篇，冯震翔对唐朝诗人灵一的诗
句“灯传三世火，树老万株松”中的“火”作了解读。

他在对古希腊哲人与中国先哲庄子对于火的认知
和观感作了比较后认为，这也许正是人类诗性精神
和智性精神之间分际的一个佐证：诗性依傍着常
识，却升华着常识；智性颠覆着常识，又不断生成新
的常识。常识之中，暗含着诗性和智性的种子，其
中也包含着误解的陈说，包含着审美的可能性，也
包含着不断向新的认知进发的潜能。因此，作者既
愿意享受以智性颠覆常识的快意，也愿沉浸于常识
的世界，以提炼出诗情画意。

不仅如此，冯震翔还以自己广博的学识，从哲
学、艺术、美学、建筑甚至熵增定律等多维度，并引
用康德、海德格尔等国外哲人的观点，对一些古诗
词及相关话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还对古籍中的一
些事件（如周景公铸造大型编钟）以及一些民谚民
俗引出思考，对一些隐藏在古诗词中古代人们生活
的信息和观念作一番考察论证，他旁征博引，缜密
剖析，又细节丰富，妙趣横生。这就使本书有了一
个多维度、多层次、多重文化视野的观照体系。如
对唐代韦应物的《咏夜》涉及到的存在与虚无何为
第一性问题，他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与虚无相遇，
理智无法解答人生的来路与去路，无法将万事万物
的根底从虚无之中解救，所以，有与无，总是充满浓
郁的终极色彩，一直被中外哲人玄思，也一直为古
今诗人所咏叹。——这样的思路，这样的作文，与
那种就诗论诗的论集迥异，几乎是一本以古诗词为
话题的人文思辨文集了。

当下，国人对古诗词的赏析潮方兴未艾，很多朋
友在欣赏古诗词，也在学着写古诗词，究竟如何理解
古诗词及其相关话题，如何使欣赏和写作渐入佳境，
冯震翔这本专著，对相关读者想必会有不小的帮助。

◎周晓方

薄荷小院儿
◎查干

诗词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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