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花城出版社、佛山市艺术创作院
主办的《大湾的乡愁》新书分享会在佛山举
行，众多嘉宾与读者开启了“一场关于建筑、
人文和美的旅行”。《大湾的乡愁》是作家盛慧
为大湾区那些历经沧桑的老房子写的一本
书。“每一幢老房子都像一个盲盒，我想用自
己的笔打开这个盲盒。”分享会上，盛慧表示，
老房子里发生过很多故事，它们不会讲话，作
者要替它们发声，“这个过程特别艰辛，但也
特别有意思”。

《大湾的乡愁》深入梳理岭南文化的肌
理，探寻岭南文化的根脉。“我印象最深的是
三水的长岐村和开平的赤坎。”盛慧说，长岐
村特别有味道，走在巷子里，有一种特别舒服
的感觉，而赤坎村的骑楼很漂亮。“行走在村
子里，我的心中百感交集。”盛慧说，只有用自
己的脚，踏着那些土地，感受那里的阳光和
风，你才会有很真切的感受，会有很多意外的
惊喜。“我觉得文学里面的肉，就是这些在资
料中看不到的东西。” （吴波）

■ 冯有森

《大湾的乡愁》举办新书分享会

每幢老房子都像盲盒装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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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雷锋年谱》
湖南雷锋纪念馆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神奇植物图
鉴》以博物学的绘制方式和故
事化的文字讲述，从文学、艺
术、生物、地理、自然、民俗、神
话、志怪、典故、历史等角度进
行生动直观的再现。文字部
分，既有文献原文呈现，也有
通俗有趣的民俗故事；植物图
绘，既有恢弘大气的主观呈
现，也有精美细腻的局部特
写，使读者在获取知识之余，
也能有赏心悦目的视觉体验。

《中国古代神奇植物图
鉴》既是植物百科图鉴，又是
博物民俗知识，可读性与趣味
性兼具，因而它是一本适合家
庭收藏和共读的中华文化通
识读本，打开便可以穿越历史

长河，领悟感受中国先民智慧
和华夏文明的至美想象力，从
而享受思维与艺术上的双重
碰撞。

《中国古代神奇植物图鉴》
五色神石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是鱼》
任晓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是鱼》是青年作家任
晓雯的短篇小说精选集，收录
了青年作家任晓雯近年创作
的八篇短篇小说作品和六篇

“浮生”系列人物小传。这十

四篇作品写的都是上海这座
大都市里的小人物的悲欢故
事。这些小人物有自己的身
份和历史，在亲情与世情中挣
扎，呈现出这座光怪陆离的大
都市里很少被看见的世态百
相和情感激流。

任晓雯小说中的人物大
多是那些围绕在我们周围却
又 常 常 被 我 们 忽 视 的 普 通
人。作者希望通过刻画一个
个个性鲜明的小人物，来发掘
深刻的人性内涵，并在读者心
灵深处激荡起阵阵回响。

《雷锋年谱》（纪念版），以编
年体叙事方式，翔实充分地展示
了雷锋的生平、经历和实践活动，
以及思想发展轨迹、精神发展脉
络，作品以白描式的笔触、开阔的
历史视角书写雷锋生平，还原雷
锋精神的脉络源流。雷锋花火般
绽放的生命历程短短二十二载，
铮铮螺丝钉魂，通过一本书再现
读者面前。

《妈妈走后》是米歇尔在其
母亲去世后写下的一部回忆
录。书中生动地描写了米歇尔
在失去至亲之后的无助和孤独，
也详细地叙述了母亲病故后，她
为了纾解哀痛所做出的各种可
敬的尝试和努力。

《妈妈走后》告诉我们：生命
中所有的失去并不可怕，静下心
来，坦然承受，默默前行。那些
失去终将化作滋养生命的养料，
让你获得更好的成长，与更好的
自己不期而遇。

《妈妈走后》
[美]米歇尔·佐纳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将诗歌种子播到幼稚心田
读大学的时候，我在知名诗歌评论家、诗

人向卫国先生的教诲和熏陶下，与现代诗歌
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深刻了解到现代诗歌在
当下所遭遇到的边缘处境。中国自古以来素
称诗歌大国，但如今的诗歌境遇确实令人尴
尬。记得向老师在课堂上说：“为什么现在许
多人——不仅是指普通群众，还包括大学生，
甚至专家学者——对现代诗歌感到陌生，读
不懂，望而生畏，除开各种复杂的历史文化因
素外，其中有一点绝对不可忽视，就是现在的
诗歌教育严重滞后！”确实如此，我本人就是
上了大学后才真正认识现代诗歌的，真有点

“相见恨晚”的感觉。其实，这个“诗歌教育”
不仅指大学教育，主要还是指中小学教育。
向老师还无限期待地对我们说：“诸位毕业后
一般是做中小学的教师的，希望你们把诗歌
的种子带回去……”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显示
出了向卫国先生作为一个诗歌评论家、诗人，
寄诗歌繁荣于后代的拳拳之心和殷切期望。
尤其是他比较务实的教育态度，让我们这些
学生激动不已。所幸的是，现在中学语文课
程里也增加了一些现当代诗歌的分量，但仍
不过是沧海一粟，如果真要达到某种教学效
果，我个人认为，很有必要系统地介绍一下现
代诗歌的发展史，以及有选择地进行诗歌文
本的阐述和鉴赏。

基于这种理念，从走上中学讲台的第一天
起，我就自觉地以《边缘的呐喊》作为参考书，
开始一些富有挑战性的尝试。《边缘的呐喊》是
向卫国先生撰写的一部学术专著，它展示的是
一门独特的“现代性汉诗诗人谱系学”，北京大
学王岳川教授在序言中就盛赞它是“对现代汉
语诗歌症候史研究的开创性著作”，“深入讨论
现代诗人在世纪风云历史演进中的精神命运，
并对其进行尖锐的精神分析和文化剖析，从而
深入到文化和生命的深层对诗人气质、作品结
构、思想价值、艺术特色加以论列。”无庸置疑，

《边缘的呐喊》是一部学术专著，如果不考虑到
接受对象的认知能力，面对中小学生也生搬硬
套和强硬灌输，那不但收取不到理想的教学效
果，还会适得其反。因此，在这部恢弘的学术
专著面前，奉行有选择的“拿来主义”就显得至
为重要。也就是说，要将这部学术专著巧妙地

“简化”为深入浅出的教材（教案），再根据学生
的认知水平因材施教。这样才能让学生感受
到学习现代诗歌的乐趣，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
提高语言鉴赏水平和诗歌审美能力。这无疑
要求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和创
新勇气。

事实上，现在的中学生的认知水平也不
容小觑。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贫穷的山区任
教，面对一张张幼稚的脸蛋，我曾经犹豫和纳
闷，这里教育落后，学生的基础水平参差不
齐，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还写不好，现在就
对他们“谈诗歌”是不是一种奢侈？后来的教
学实践让我明白，诗歌绝对不仅仅是一门知
识，它更多的是一种生命呈现，只要你具有一
种生命意识，不管你的知识水平的高低，每个
人都可以领略到属于自己的诗意。许多学生
甚至还认为，比起古代诗歌来，他们更喜欢现
代诗歌。因为他们觉得在现代诗歌里面没有

遇到那么多的语言障碍。这也许就是现代诗
歌的“优点”所在，也证明着现代诗歌的生命
力所在。但是，现代诗歌也并非有些同学所
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平白的“口语”，如何说都
行，怎样分行都可以。为了纠正这种误解，我
特别强调诗歌的节奏朗诵。我认为，培养诗
歌语感，必须落实在诗歌的朗诵节奏上，这无
非是要让他们体会到，我们需要在诗歌节奏
上寻找诗意。

为了培养学习现代诗歌的兴趣，在课堂
上来一两段“小插曲”就显得不可或缺。这可
以在诗人介绍中恰如其分地完成。——在鉴
赏诗歌作品的时候，特别是在诗人简介之际，
水到渠成地谈谈诗人的生平经历和生活逸
闻。如果能通过诗人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高尚
情操来影响他们，那就事半功倍，再好不过。
由于中学生的认知水平有限，如何引导他们
去鉴赏语言和感受诗意无疑具有很高的难
度。以我的经验来说，我觉得首先还是不要
随便低估学生的领悟能力。他们的知识水平
也许有限，但对生命的感受能力并不残缺。
因此，在现代诗歌的教学上，最好把更多的时
间交给他们，充分调动好他们的自主性，让他
们单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诗意。对于一些比
较深奥的诗歌（意象），对它们的阐述只要做
到“不求甚解”即可，切勿像考古家或训诂家
那样纹理剖析。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它
很多情况下偏偏拒绝太多的解释，否则就会
适得其反，越讲越糊涂。在做适当的导读和
点拨时，不必回避一些学术术语的运用。让
他们早点认识一些新鲜的概念其实有益无
害。但切忌对这些术语做深度阐述。总之，
一切在鉴赏中完成，只要感受到诗意的存在，
就达到了教学目的。而他们在这种轻松、自
由的气氛下感悟生活和理解生命，是潜移默
化的，随风潜入夜的，绝非空洞的思想说教所
能胜任。

此外，鼓励他们进行诗歌写作，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环节之一。可以指导他们创办一份
班级诗报，以拥有一个表现才华的舞台。我
任教尚不足两年，但已经主持创办了十余份
班级诗报，几乎每一个月出一期。每一期一
般分为四个版面：小荷尖尖、绿水泛舟、名家
推荐、诗歌理论。“小荷尖尖”和“绿水泛舟”都
是他们的作品展现，其中“小荷尖尖”是特别
推荐，附教师短评。“名家推荐”是为了帮助学
生开拓视野，让他们了解现当代的诗歌成就
和创作流向。“诗歌理论”就是介绍一些比较
有影响力的诗歌理论（观念）。经过一段时期
的实践，我惊奇地发现，初一的学生诗歌写作
能力已经相当不错。他们的诗不仅写得好，
而且越写越“豁然开朗”。总之，力求调动他
们的参与积极性，告诉他们，只有团结合作，
讨论交流，在交流中分享内心的秘密，共同进
步，才能营造一个姹紫嫣红的诗歌花园。

我期盼着我能不辜负恩师的心愿，将诗
歌的种子播到一块块幼稚而贫瘠的心田，让
它们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开出绚丽的花朵，
结成丰硕的果实。这整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
不可言喻的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