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乎是几天之内 ， 一直安静地生活
在湖北钟祥石牌镇横店村的农村妇女余

秀华和她的诗一下子火了起来 。 无论是
对于余秀华及其诗歌的热传播 ， 还是冷
思考 ，当被裹挟着 “脑瘫诗人 ”、 “当选作
家协会副主席 ” 等信息的众声喧哗尘埃
落 定 后 ， 人 们 最 终 会 回 到 事 物 的 本
真———诗人的诗和诗人的写作 。 剥去信
息传播中喧嚣词汇的外衣 ， 我们依然会
说 ， 余秀华及民间写作者的诗对我们是
一个提醒 。

对于生活本真 、 独特生命体验无过
多背负地抒发 ，以及只管质朴 、真实地生
活 ， 从来不指望诗歌给自己带来什么的
无功利态度 ， 让民间诗歌写作有着独特
的魅力 。人们会说 ，这是一个缺少诗意的
时代 ，是一个文化也成为消费品的时代 。
然而 ，我们不能漠视 ，在世俗的生活中 ，
仍有茁壮的绿意冲出庸常的封壳 ； 在寻
常的巷陌里 ， 仍有清亮的光芒穿透麻木
的阴霾 ；在流水线的中国制造里 、在深深
的地下巷道里 ， 依然有思想撞击现实叮
当作响的声音 ； 甚至是商品流转的繁忙

中 ，仍然有透过缝隙投下来的月光 。它再
次告诉人们 ， 诗歌不是有闲阶层把玩的
文玩器具 ， 也不仅仅是文人墨客的浅斟
低唱 ， 它是寒夜中的火光 、 雪地里的萌
芽 、湍流中的翻腾 ，它可以离现实更近一
些 ，离大地更近一些 。 难怪 ,在中国人民
大学举行的余秀华 、 秦兴威 、 小西 、红
莲 、老井诗歌朗诵会 ，主题被命名为———
“日常生活 ，惊心动魄 ”。

也许 ，大部分民间诗歌写作者 ，被身
边的人所熟知的身份 ，是农民 、快递员 、
矿工 、 个体业主……但在生存的压力与
生活的烦琐中 ， 诗一直未曾在他们的生
命中缺席 。 时光长河中 ，诗经 、汉乐府中
吟咏出接地气诗句的 ， 是不是也出自像
他们一样模糊的身影 ？ 明代李梦阳曾提
出 “真诗乃在民间 ”的诗学主张 。 在当代
民间诗歌写作中所洋溢的真切之情 、自
然之音 ，仍是 “真诗乃在民间 ”的最好注
解 。对于民间诗歌写作者来说 ，诗歌写作
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丰厚的物质回报 ，
但他们依然笔耕不辍 。 “如果给你寄一本
书 /我不会寄给你诗歌 /我要给你一本关
于植物 /关于庄稼的 /告诉你稻子和稗子
的区别 /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

天 ”（余秀华 《我爱你 》）。 “每张床上都躺
过一个呻吟的故事 /每张床单都做过 /献
血的稿纸 ”（红莲 《骨科病房 》）。 “假如它
能够大声地读出我这首 /在煤壁上 ，为它
写的诗 /肯定不会湮没这么多无辜的生
命 ” （老井 《写给瓦斯 》）。 民间诗作是从
深厚的生活岩层里开挖出的矿石 ， 带着
生活原生态的肌理与质感 ， 无论内容还
是形式 ，都棱角分明 。它们如同丛林中的
响箭 ，振聋发聩 ，惊动了灵魂 。

对于更多的民间写作者来说 ， 也许
笔触还显生涩 ，风格也不甚成熟 ，但他们
一直保持着一种让诗歌渗透于生活的状

态 ，保持着缠绵不尽的诗歌情结 。 我认识
一位女创业者 ，她白天处于打理业务的繁
忙状态 ，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她的诗作
如同汩汩清泉在微信上涌出 ，流淌着对精
神家园的呼唤 。 在民间诗歌写作者之间 ，
还有许多自发的启蒙 、互动和交流 。 他们
用自媒体等交流平台托出了诗歌的碧蓝

星空 ，让星辰遥相呼应 ，互诉衷肠 。
民间写作的状态与时代背景休戚相

关 。商品经济时代 ，相对于计划时代的四
平八稳 、一成不变 ，更具有挑战 、机遇 、
风险 、未知 。 在社会的转型期 ，人们的行

为方式 、生活方式 、价值体系也都发生着
明显的变化 。作为每一个个体 ，宛如一个
小宇宙 ，他感受到速度 ，也体验到压力 ，
他看得见光明 ，也触碰到黑暗 ，他感受到
正能量 ，也会遭遇潜规则 ，他享受机会均
等 ，又撞得上某些领域的不公 。诗歌评论
家 、诗人陈超说过 ，诗这种东西 ，是经验
与语言之间彼此发现 、 彼此省观紧张关
系的恰当解决 。民间写作者 ，他们的肢体
在现实中经历摔打 ， 他们的文字在精神
领域艰辛攀登 。所以 ，在许多人以为诗歌
越来越小众的时代 ， 我们仍然可以感受
到诗歌江湖的不平静 。

诗人庞培说 ， 我不知道未来中国的
诗歌会怎样 ，但我知道它一定不是 ，也不
会是怯懦自私 、狭窄纠结 、阴暗和小气 、
性格含混不定 、个性面目模糊的 。 我想 ，
走向未来诗歌时代 ， 民间诗歌写作正在
路上 。 纵观文学史 ，历经时光的冲洗 ，总
有一些文本淹没于来路之中 ， 但民间诗
歌写作终会成为中国诗歌整体表情 、面
目的一部分 。

记得陈超先生曾经说过 ，文学史上留
下的是海上的灯塔 ，而真正的文学是灯塔
下浩瀚的大海 。 也许 ，多少年后 ，放眼望
去 ， 人们大部分看到的是雄起的山峰 ，但
让山林充满生机的 ，是深山褶皱里葱郁的
树林 ，以及匍匐在大地上低调的野草 。 以
梦为马 ，深耕大地 。民间诗歌写作 ，作为一
种文化现象 ，值得关注和期待 。

□ 安世乔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 ： 生活里
没有书籍 ，犹如生命中没有阳光 ，
智慧里没有书籍 ， 犹如鸟儿没有
翅膀 。 可见读书对于一个人生活 、
工作及取得发展的重要性 。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 ， 如果说
破大案 、抓逃犯是 “硬功夫 ”的话 ，
那么读书就算是 “软实力 ”了 ，读
书学习会给予民警持久和强大的

力量 。 我们的民警多读一些书 ，才
能使业务精 ，公正准确地执法 ，这
样才能更好地伸张正义 ， 更好地
理解 、宣传 、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
有力地维护好社会稳定 ， 让百姓
们满意 。

但现实中 ， 很多民警在阅读
书籍时表现出太多的功利色彩 ，
他们希望去读有利于短期内提高

成绩的书 ， 而并非发自内心愿意
看的书 。 如临近执法考试时 ，要是
有民警抱着一套 《上下五千年 》看
得津津有味 ， 在其他人看来是可
笑与不可理喻的 ， 于是乎赶紧劝
其去读和考试相关的书籍以提高

自己的成绩 。 读书对人来说是什
么样的存在 ？ 笔者以为阅读应该
是 “粮食 ”而不是 “药 ”，更不是有
神奇功能的补品 。 功利性阅读 ，正
在 破 坏 着 人 们 的 阅 读 品 位 和 胃

口 ， 甚至可能造成他们对读书的
怨恨 。 事后摆脱功利阅读的他们 ，
要么干脆远离书籍 ， 要么青睐快
餐读物 。

《庄子 》中说 ：意之所随者 ，不
可以言传也 。 如果每位民警把阅
读看作是粮食 ，而且是杂粮 ，促使
自己每天吃一点 ，每一种吃一点 ，
那么自己肯定会长得很壮实 。 千
万不要把阅读当成补药 ， 自以为
当下缺什么 ， 就捏着鼻子给强灌
下去 。 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人和吃
补品的人哪一个更结实 、 更健康
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

我们要读的书无外乎两种 ：
一种是专业书 ，每个人为了工作 、
学习必须读的 ；一种是文史哲 ，还
有天文地理等等与工作不相干的

“闲书 ”、“杂书 ”， 只要是健康的 ，
喜欢读什么就读什么 。 只有让自
己体会到阅读的快乐 ， 才会激发

出兴趣 。 公安民警尽可能多地汲
取不同领域的知识 ， 以拓展业务
知识的思维空间 ，从不同角度 、用
多种方法去勤读书 、爱读书 。 如果
能保持读书的习惯 ， 不仅能增长
知识 ，开阔视野 ，学会思考 ，提高
为民服务 、打击犯罪的本领 ，而且
会 得 到 情 感 的 陶 冶 和 精 神 的 享

受 ，升华人生境界和修养 。
值得一提的是 ，那些爱读 “闲

书 ”的民警不仅提高了修养 ，心灵
得到了升华 ， 更是利用学到的知
识在工作上发挥得游刃有余 。 手
捧一杯清茶 ，读上几本 “闲书 ” “杂
书 ”，我们需要的是在 “闹市看书 ”
的定力 ，克服 “当下 ”的喧嚣与浮
躁 。

（作者单位 ：石家庄市高新区
公安分局兴安派出所 ）

在春节年货市场看到

一副副鲜红的春联 ，不禁
回 忆 起 当 年 自 己 写 春 联

的情景 。
20世纪 50年代 ， 农村

读书识字的不多 ，我是我
们 村 仅 有 的 四 个 中 学 生

之一 。 每到春节 ，街坊邻
居 都 请 我 写 春 联 。 那 些
天 ， 我简直成了小忙人 ，
一 天 到 晚 趴 在 桌 上 没 完

没了地写 。
虽说学了点书法 ，但

写春联还是 “赶着鸭子上
架 ”，因而闹出不少笑话 。
初写春联不知道按字数打

格 ，结果字体大小不一 ，字
距长短不齐 。 记得有一年
为大伯写春联 ， 上联字距
尚可 ，下联字距太紧 ，结果
留下一片 “空地 ”，父亲只
得 赶 紧 跑 到 集 上 买 来 红

纸 ， 这才为大伯重写了对
联 。 那些年 ， 为邻居写春
联 ，我赔了不少工夫 ，家里
也赔了不少纸张 。

为给邻居写好春联 ，
每年临近春节 ， 我都从集
市上买本 “皇历 ”，上边有
不少对联 。 对联的内容随
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变化 。
20世 纪 50年 代 至 60年 代
初 ， 春联的内容大多是歌
颂翻身解放的 。 如 ：“翻身
不忘共产党 ， 幸福不忘毛
主 席 ”； “ 吃 水 不 忘 挖 井

人 ，幸福不忘共产党 ”……
此外 ，老一辈传下来的祈
求 福 寿 和 喜 庆 的 春 联 也

不少 ，如 ： “福如东海长流
水 ， 寿 比 南 山 不 老 松 ”；
“鞭炮声声辞旧岁 ， 蜡烛
灼灼迎新春 ” ……写春联
剩下的红纸 ， 我把它裁成
大小不一的帖子、并写上祈
福或喜庆的语句，如：“出门
见喜”（贴在大门口）；“春光
满院”（贴在院子）；“梦见周
公 ” （贴在炕头 ）； “锦衣满
柜 ” （贴在衣柜 ）； “清水满
缸 ”（贴在水缸 ）等等 ，得到
了邻居们的夸奖。

1965年 ， 我远离家乡
到天津上大学 ，临近春节
才能回家 ， 特别是 1970年
参加工作后 ，回家的时间
更少了 ，因而为邻居写春
联的机会少多了 。

1978年 ， 党的工作重
心转移到 “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 ”上来 ，拉开了改革
开放的序幕 。 春回大地 ，
万物复苏 ， 民心欢畅 ，国
家兴旺 。 春节回老家 ，我
编 写 了 这 样 一 副 对 联 ：
“辞旧岁 张灯结彩 千家

喜庆 ； 迎新春 锣鼓喧天

万象更新 ”， 横批 ： “形势
大好 ”。 没想到 ，对联贴出
后 ，许多路过的人止步品
味 ，纷纷说好 ，以致许多
年后 ，村里不少人还沿用
这副春联 。

（作者单位 ：省司法厅 ）

诗 可以离大地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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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新春 本报讯 （记者 刘

东昕）在羊年新春佳节到
来之际，2月 8日上午，河
北省书画艺术研究院组
织18位书画家赴新乐市开
展“义务写春联、慰问贫
困家庭送温暖活动”，受
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活动在新乐市爱尚广
场举行，这天恰逢大集日，
老百姓们早已排队等候，
书画家们不畏严寒， 立即
准备铺案放笔挥毫， 现场
气氛十分热闹。 活动期
间， 河北省书画艺术研究
院院长赵岩峰与当地相关
领导来到何家庄、 同义庄
等村，为孤寡老人、贫困家
庭送去了春联、福字，以及

米面油、暖宝等生活物品，
让困难家庭也能度过一个
祥和愉快的春节。

此次活动得到了新乐
市文联、书协、计生局、民
政局、计生协等单位的大
力支持，共书写了两千多
副春联、福字。 此次活动
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
纷纷称赞活动意义非凡，
让他们真正感受到了党
和政府送来的温暖以及
艺术家们带来的独特慰
问。 这次文化下乡活动使
文化艺术更接地气，让文
化成果更能融入普通百
姓生活中，为地方文化事
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
好的基础。

年味是从雪后的

那个早晨开始 ， 还是
从 “噼叭 ”的鞭炮声中
开始 ，已不再重要 。在
城市待惯了 ， 年味渐
行渐远 ， 孩童时盼年
思年的兴奋劲儿不见

了 ，不只是年 ，那份急
切的盼呢 ？ 那份新奇
的等待呢 ？ 难道随着

年龄的增长逝去了吗 ？ 常常忆起 ，
雪后的那个早晨 ，看到一群麻雀忽
儿落在屋前的梧桐树上 ， 忽儿又
“嗡 ”地涌向雪地 ，“叽叽喳喳 ”。 不
远处鞭炮声起 ，一股清新的年味扑
鼻而来 。

小时候盼下雪 ，因为有雪的季
节离过年不远了 ，集市上早早有了
鞭炮 ，孩童们一入冬就鼓动着父亲
去买 ，往往买上长长的一挂 ，在孩
子们一天天偷偷地拆分下 ，到年底
只剩下不到半挂 。 一群孩童如麻
雀般奔出家门 ，手拿鞭炮 ，在雪地
里比响 ， 显摆着看各自鞭炮的威
力 ，那阵欢呼跳跃 ，使村子早早就
充盈了年味 。

乡村的年味 ，就从这鞭炮声中
开始了 。

和这鞭炮同时映入眼帘的还

有卖货郎 ，泥哨 、玻璃球 、糖瓜 ，都
是伙伴们喜欢的物件 ，有的从兜里
掏出手绢包 ，一层层打开 ，从一年
的几块钱积蓄中庄重地数出几个

钢■儿 ，买个泥哨 ，兴高采烈地吹
出调儿来 。 没钱的 ，便到家里拿来
鸡蛋 、铁头 ，以物易物 ，换来自己
喜欢的摔炮 ，或内心带柑瓣的玻璃
球 ，欢天喜地地和同伴们显摆 ，那
种喜庆劲儿 ，充盈在乡村各处 ，使
这个几百人的小村 ， 随着春节驾
到 ，分外灵动起来 。

后来 ，我参军入伍了 。在军营 ，
哪天有值得显摆的事 ，就在挂历上
用红笔把这个日期圈起来 。 时间
长了 ，这些红圈好像自己走过的一
串串红色脚印 。 立功了 ，受奖了 ，
连长表扬了 ，当到这一年的尽头 ，
再把这些荣誉收起来 ，过年回家时
炫耀给父母看 ，以满足自己那份小
小的虚荣心 。 那时 ，每到过年 ，便
有提着大包小包的游子从外面归

来 ， 无论开车 、 坐火车或坐客车
来 ，都把自己光鲜的一面亮出来 ，
呈现貌似衣锦还乡的景象 ，成为村
上人的谈资 。 过年 ，好像成了生活
在外乡的游子回家比靓的秀场 。

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少了
盼年的欲望 ，也尝不到年俗那浓浓
的味道了 ，年只是作为一个符号以
假期和聚餐替代 ，而过密的礼尚往
来 、迎来送往致使一些人愁年 、恨
年 。 其实 ，不仅仅是过年 ，许多小
时候倍感乐趣的事 ，都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再难唤回 ，掺杂着权 、钱 、
利的生活秀场里 ，那份年少时从内
心里透出来的快乐似乎也很难寻

回了 。
几天前 ，在邮箱里收到一个来

自吉林的漂流瓶 ，上面说 ：年节不
远了 ，请把一年的烦忧装入瓶子 ，
抛进大海 。 我照着做了 ，也希望下
一个捡拾到瓶子的人也照样做下

去 ，这样 ，世上的烦恼不就少很多
吗 ？ 其实 ，这只是个愿望而已 ，真
正的快乐是个人内心生发的 ，和漂
流瓶无关 ，和过年无关 。 祖祖辈辈
传下来的年节 ，应是聚集快乐的节
日场 ，应是回归童趣的民族习俗 。

这样想着 ，有些盼年了 。
（作者单位 ：沧南监狱 ）

喜庆 ！
喜庆属于神州 !
新春到了 ，到处都充满着喜庆 ，

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 ，舒心和高兴 ，
繁忙和捷报 ，让祖国的新春生机勃
勃 ，欢乐与喜庆 ，让新春的祖国万
象更新 。

中国的新春 ， 总是由喜庆来写
序 。

新春到了 ，我们从微笑出发 ，到
处悬挂着庆贺的灯笼 ，到处贴满了
庆贺的福字 ，到处充盈着祝福新年
的欢声笑语 ，到处酝酿着走向新生
活的计划 。 新春 ，总是在欣喜中启
程 。

新春到了 ， 我们从身边的感受
出发 ，盘点一年的喜悦 。 群众路线
教育 ，让人们看到了跟着党走中国
就有希望 ，反腐倡廉 、贪官落地 ，巩
固了江山社稷 。 各项改革扎实推
进 ，落地生根 ，让人们看到了美好
前程 ，执政为民 ，关注民生 ，赢得的
不仅是掌声 ，更多的是心声 ！ 新春 ，
总是在灿烂里启程 。

新春到了 ，我们从希望出发 ，带
上一路的阳光 ， 带上一路的激情 ，
带上你我的梦想 ， 以中国名义搏
击 ，走中国特色之路 ，一步一个脚
印 ，总能走出中国梦的奇迹 。

中国的新春 ， 总是由喜庆来写
跋 。

不论城市还是农村 ， 积攒了一

个春秋轮回的力量和智慧 ，在这个
起点共同发出春天的问候 ：新春吉
祥 ！

新春吉祥 ， 更精彩的未来还在
前方 ，山遥遥耸翠 ，水悠悠流淌 。 一
切新鲜而灿烂 。

我们眺望一年的美景 ， 在第一
时间里 ， 用心喊出春天的问候 ，然
后拿起如梭之笔描绘心中的蓝图 。
中国梦的实现 ，属于你 ，属于我 ，属
于每一个勤奋的实干家 。

我们倾听过去的风雨 ， 倾听新
春的歌声 ， 倾听和谐社会的步伐 ，
倾听汗水汹涌的浪潮 ，倾听捷报飞
翔的声音 。

（作者单位 ：滦南县公安局 ）

□ 张怀平

送温暖情系百姓家

盼
年

□ 赵金刚

盖智勇 摄 （作者单位 ：平山县公安局 ）山野

写春联
□ 王文生

春节将近 ，唐山市书法家协会组织开展 “送万 ‘福 ’
进万家 ”书写春联公益活动 。 2月 8日 ，书法家们来到丰
润区石各庄镇石各庄村书写春联 ， 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
图为唐山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凤生 （左 ）为村民送上
“福 ”字 。

本报记者 刘文利 摄

读几本“闲书”又何妨
□ 郭军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