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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学现场》
白烨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本散文随笔集。
作者通过对自己学术生涯和
个人生活深刻反思，探讨了

“做生活”与“做学问”的关
系。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
分“边走边唱”展现了一位学
者在学术道路上的坚持和反
思；第二部分“常青指路”回顾
了在其人生不同阶段的重要
指引者；第三部分“戏比天大”
是作者向学生传授读书、写
作、生活的经验。本书是作者
人生经历和学术经验的真诚
分享。

《做生活》
赵勇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全面展现了新时代
中国文学的现场状况，深入
探讨了文学与时代、人民、生
活的关系，并对新时代下中
国文学创作、理论的发展现
状、特点以及面临的挑战和
机遇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分
析。全书分为思想指针研
读、年度文情报告、宏观态势
扫描、佳作力构评析四个部
分，由整体到局部、由理论指
引到创作分析，系统全面地
总结概括了当下中国文艺取
得的辉煌成果。

《诗剧艺术》
周宏桥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诗词、诗剧
与诗论合集。收入作者诗词
创作实践中谱成了乐曲的
诗、组诗或联章诗，以展现作
者提出的诗剧艺术创作之底
层技术——诸体兼备、诸题
皆备、诸品并驭。第二部分
辑入作者“微诗剧”“短诗剧”

“独白剧”等创新形式的诗剧
作品，既有诗词韵律之美，又
绽放出现代言说在古典形式
中新生的生命力。

本书由中国作协创
研部选编，汇集二十多篇
散文佳作，囊括中国南北
各地区作家的优秀作品，
同时反映出 2024 年中国
散文领域主要的创作流
派、题材热点和艺术形式
上的微妙变化。所选作
品内容充实，质量颇高，
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和珍
贵的史料性。文章雅俗
共赏，尽可能满足广大读
者的阅读期待。

《2024年中国散文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前段时间，我认真研读了崔亚美的诗集《晨曦
穿过松林》。

崔亚美的诗有许多特点，其中比较突出的表
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传承了古诗词中的形象
书写。古诗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典的形象书
写。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满衣裳的涕
泪、漫卷诗书、放歌纵酒、穿巴峡、过巫峡、下襄阳、
向洛阳等，一连串富有感情的形象诗句，完美表达
了诗人热爱祖国和收回故土的欣喜若狂的激动心
情。又如王维《山居秋暝》中雨后的空山、晚来的
秋天、照在松间的明月、流在石头上的清泉、竹喧
中回归的浣女以及莲池上穿行的渔舟等，都是异
常经典的形象表达。

在唐诗宋词中，此类充满诗情画意的形象诗
句非常多。正是有了这些经典的形象的诗句，古
诗词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诗歌艺术的殿堂。

崔亚美的诗集《晨曦穿过松林》在这方面的
表现同样十分突出。如《父亲的犁，静静躺在老
屋角》一诗，诗歌的第一节只有三行诗：“父亲的
犁/静静躺在老屋角/如父亲枯瘦的身骨。”短短的
三行诗却勾勒出四幅画面：第一幅是一座破旧的
老屋；第二幅是老屋一个角落存放着的一把犁；
第三幅是犁前面站着的深情凝视着犁的诗人；第
四幅是如同“犁”一样枯瘦的父亲。诗人之笔如
同国画大师笔下的素描，仅用惜墨如金的三行
诗，就把四个充满诗意且紧密相连的画面勾勒出
来。在四幅画面中，一、二两幅是真实呈现在读
者眼前的，是实写；三、四两幅是浮现在读者脑海
中的，是虚写。四幅画面虚虚实实，相得益彰，栩
栩如生。接着，诗人用极其朴素的诗句，如同电
影一般将“落满尘埃的犁把手”“起早贪黑”的父
亲、“披着晨雾”的父亲、“牵着星辰”的父亲、“牵
出希望”的父亲和“犁出快乐的父亲”等最能体现
父爱的七幅画面展现出来，一个沉默无语、胸怀
博大、为家庭奉献了一生的父亲的高大形象，跃
然纸上。最后，诗歌再次回到“静静躺在老屋角”
的“父亲的犁”的画面上，以此表达了诗人对父亲
的深沉而永恒的爱。正如孟郊的《游子吟》，崔亚
美诗中的这位令人敬畏的父亲，不仅仅是诗人的
父亲，而是无数人的父亲，是父辈那一代人的光
辉形象。

又如《攥不住人间半寸芬芳》：“寒霜/已把山芒
染白/斑斓的天际/似世间/万千愁绪//我等在半山
凉亭/等你把仓央嘉措的诗带来/却只见雅雀落满亭
台//前路空空。风中的我/像一只疲惫的鸟，举步三
摇/攥不住人间半寸芬芳//背负太重/等我凑足力
气，把它卸下//我，要去趟西藏。”这首小诗仅有12
行，却若隐若现描摹出七幅完美的画面：第一幅，被

“寒霜”“染白”的山芒；第二幅，似人世间“万千愁绪”
的“天际”；第三幅，“等在半山凉亭”的“我”；第四幅，

“落满鸦雀”的“亭台”；第五幅，“空空的”“前路”；第
六幅，像“风中”“一只”“举步三摇”的“鸟”的“我”；第
七幅，“我”“要去的”“西藏”。七幅画面中，前五幅写
实，反映诗人对纯洁爱情的期盼与渴望；后两幅为

写虚，表达诗人追求圣洁爱情的曲折与艰难。虽然
爱情之路无限坎坷，诗人追求圣洁爱情的初心，却
始终没有丝毫改变。如《易安祭》中的青梅羞涩、月
华争渡、海棠清泪、锦书泛黄、情痴寻觅、烈酒成殇，

《山稔花开》中的红的、粉的、一朵朵、一簇簇、含娇半
嗔、点缀整个山岗和《晨曦穿过松林》中的怀揣经书
的晨露、端坐在草尖……在崔亚美的诗歌中，这样
的句子比比皆是。这些经典而形象的诗句，成了崔
亚美诗歌的半壁江山。

第二方面，实现了现代诗歌的完美表达。诗
歌的书写方式大体分为形象表达、意象表达和情
理表达三种，其中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是前两种。
从总体上看，中国古诗词侧重形象书写，现代流行
诗歌侧重意象书写，而崔亚美的诗歌则实现了三
种书写的完美表达。请看崔亚美《我将认真老去》
一诗：“把星辰叠起/把我所有的今夜/叠起//明眸
皓齿，笑靥如花。以及/我的春天/在柴米油盐中沉
沦/留下一缕细瘦的灵魂，在/《诗经》中/放荡/我选
择宽容//我用肤浅去书写岁月/一个修辞，让我理
解成熟/一则隐义，呈现澄明/一行诗句，穿过/春夏
秋冬//我将认真老去/就在星光灿烂的今夜/把我
的第一声啼哭/把母亲那年今夜的疼痛//叠起。”诗
中的“星辰”“今夜”“明眸皓齿，笑靥如花”“我的第
一声啼哭”“母亲那年的疼痛”等，采用了形象书
写；而“把星辰叠起”“把所有的今夜/叠起”“明眸皓
齿……沉沦”“灵魂”“在诗经中”“放荡”、让“肤浅”

“书写岁月”“我”将“修辞”“理解成熟”、我将“隐义”
“呈现澄明”等，则采用的是意象书写。诗中两种
书写相互交错，完美结合，深度透视出诗人生活的
坎坷和对人生的感悟。作者重复运用“叠起”一
词，以示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全部封存起来，然后
安静写诗，让诗歌伴随着诗人走过人生的下半辈
子。

再如《若众神经过》一诗：“这是您的归处/整
个山坡/只有您和蝉鸣//我沐浴过您的月光/坐过
您山一样的肩膀/您的怀抱，宽如大海//可您，早已
踏着暮色而去/留下爱//今夜，若众神经过/请摔碎
父亲的药罐/盛半坛月光/留在寂静的山坡//只是，
六月的人间/又多了一份思念。”第一节连用“您的
归处（坟墓）”“山坡”的“您”和“蝉鸣”为缘由，自然
引出诗人对父亲的深沉思念；第二节将意象书写

“沐浴过您的阳光”和形象书写“您山一样的肩膀”
“您的怀抱”以及“大海”融合为一体，书写父亲对
自己的大海一般的恩情；第三节用“您”“踏着暮色
而去”“留下爱”两处意象书写，极言父亲虽然已经
离世，却给女儿留下了难忘的爱；第四节则用形象
书写“经过”的“众神”“父亲的药罐”和“寂静的山
坡”以及意象书写“盛半坛月光”等，抒发诗人对父
亲的无限牵挂与祈祷；最后用“只是，六月的人间/
又多了一份思念”一句至情至理的书写以结束全
诗。三种书写方式的巧妙搭配，深情表达了诗人
父女之间刻骨铭心的爱，以及女儿对离世父亲的
无限思念。

第三方面，反映了普罗大众的现实生活。从
诗集《晨曦穿过松林》看，崔亚美的诗大体包括四
方面内容：第一、书写自己的坎坷人生。如《我将
认真老去》《往事，别在风铃树上》《攥不住人间半
寸芬芳》《今夜不读书》等；第二、感慨身边的亲情
和友谊，如《父亲折叠的秋实》《母亲生起炉火》

《月光，找不到你的窗口》等；第三、透视当今的百
态社会，如《静观小东江》《她，拉着一车晨光》《荷
塘》等；第四、咏叹家乡的人和事，如《故乡的山，
依然苍郁》《家桥》《琅江落日》等。纵观全书，崔
亚美写诗歌没有滥用华丽辞藻，没有刻意引经据
典，更没有气吞山河的恢宏叙事，而是如同一位
行踪不定的倩女幽魂，选择好身边的一草一木，
一事一物，一言一语，一颦一笑，然后静静地待在
那里，用山的厚重去凝聚诗魂，用水的纯洁去过
滤诗行，再用禅的宁静去洞悉人世间的悲欢离
合。诗毕，就幽灵一般地飘走。

用一句话归结：崔亚美的诗歌将中国古诗词
的形象书写与西方诗歌的意象书写完美地结合
了起来。一位读者说得好：“读崔亚美的诗，读着
读着，我就成了诗中的角色。”这就是对崔亚美诗
歌最完美的诠释。

形象书写与意象书写的完美融合
——感悟崔亚美诗歌集《晨曦穿过松林》

■ 黄德青

《晨曦穿过松林》 崔亚美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