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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人间有个小菜园》
肖复兴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打开诗集，开启一场
如梦如幻的探索之旅，诗
中那些对微观意识和宏
观宇宙的奇思，对各类神
秘现象的解读，点亮了读
者对未知世界的探寻之
光。这些诗篇仿若穿梭
时空的精灵，从海洋的潮
起潮落，到宇宙星辰的奥
秘，再到人类内心的幽微
之处，无不涉及。它们轻
轻拨动着读者的心弦，我
们仿佛听到了来自宇宙
和心灵深处的低语。

《装满一本海》
梅国云 著
海南出版社

肖复兴用真诚柔
软的文字拥抱生活的日
常，字里行间充满抚慰
人心的烟火气！忆往
事、追故人、悟人生……
生活过的就是一种心
情，简单、快乐、随性，在
肖复兴的文字里，我们
躺在安静的时光里，做
最好的自己。本书文笔
质朴自然，是非常值得
阅读的暖心文字。

《云朵的道路》
格非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云朵的道路》是茅
盾文学奖得主、清华大
学教授格非的最新随笔
集，全书共收录十篇文
章。作者结合人生经
历，谈焦虑、谈情感、谈
道路，恳切畅谈当下年
轻人的困惑。 这是一
部温和坚定又汪洋恣肆
的书，在这个充满不确
定性的年代，它把文学
与故事编织进日常与人
生，鼓励我们去冒险、去
碰壁、去掉队、去走向未
知，继而投入真正的生
活当中。

本书以旅馆为承载，
再度呈现了一群平凡而朴
素的劳动者，矿工、背水
客、烧炭工、南阳小贩、县
剧团老生、印匠老焦、冯琴
师、刘唢呐……全书没有
大起大落的情感纠葛，也
没有激烈的生死搏斗，而
是描绘了这些与我们一样
的普通人为了生计四处奔
波的故事。人生或许就是
一场旅行，而恰恰是这些
无名之辈的生活和命运，
令人想要似他们那般努力
纯粹地活、脚踏实地地活。

《人间旅馆》
陈年喜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黄元驹已在
《佛山文艺》《江门文艺》发表过作品。他
在写作体裁上涵盖散文、诗歌、报告文学
等多种文体。近年来，他在诗歌与散文
两大板块着力甚多，表现可圈可点，这是
他近年写作方向的一个趋势，尽管如此，
散文诗写作仍是其写作体系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说到散文诗，这是一种散文和诗歌
相结合的文体，这既有散文的形式自由，
又兼有诗的抒情意境。中国散文诗出现
的时间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之初，1917 年
现代诗人沈尹默创作了《月夜》，这首诗
标志着中国散文诗的诞生。进入20世纪
后，出现了鲁迅《野草》、朱自清《匆匆》、
瞿秋白《那个城》、郭沫若《路畔的蔷薇》

《山茶花》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散文诗作
品。现代以来，散文诗经历不同时期的
发展和演变，日益趋向丰富与多元化。
本世纪初，散文诗已逐渐被边缘化，虽然
一直没有进入主流文学领域，但不可否
定它具有独特的文学魅力和审美价值。

黄元驹在非主流文体写作中仍坚持
着对散文诗写作的探索，在今日写作群
体中并不多见。当然，在粤西乃至南粤，
蔡旭是散文诗领域高产作家之一，也是
散文诗界的一面旗帜。他为《大地歌行》
作了序言，这无疑是对黄元驹散文诗写
作一种较为客观的认同。正是因为走在
散文诗写作这条路上的人迹越来越稀
少，好不容易看到南粤西海岸上闪烁出
寥寥的几点星火，那一定是文学得以赓
续相传的灯火了。

这本散文诗集自上世纪末开始，时
间跨度非常大。散文诗集分为《岁月镏
金》《故园行板》《萍踪掠影》《澄怀咏歌》
等四辑。从作者的故园琐忆、金色岁月、
行旅踪迹等篇章中均可窥见其怀旧的情
愫。

黄元驹在《岁月镏金》自述从教经
历，字里行间蕴含馥郁的书香。他是一
所重点中学高级教师，从事教学二十年
诲人不倦，后来调入教育系统从事教研
工作。黄元驹以简朴的语言讲述自己的
校园情愫，心中漫过难以割舍的情感。

《授书山房》是掩映在乡村的一处古色古
香的授书场所，读罢，村子里读书声的余
音犹在耳边，当年私塾的气息俨然未散，
黄元驹的书香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追逐文学梦，似乎是一种前缘。黄
元驹收藏有不少旧杂志，摆放在卧室各
个角落，笔墨情怀，仿佛与生俱来。那些
旧草稿见证了黄元驹苦读的时光，那时
候，他是一位文学青年。即使许多年过
去了，黄元驹对旧物依旧心存念想。某
种意义上，他是一个将情怀归寄在旧信
物里的人，或许可以说，他是新时代里具
有旧情怀的写作者，他的念旧油然可见
其真情的一面。

他对青春的追溯，思绪回到纯真的
校园时代。上世纪 80 年代，那是保守与
开放两股思想的较量，从黄元驹的散文
诗中，他见证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演变
的过程。从告别青春岁月到久别重逢，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他依旧记住了昔日
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名字，我们从黄元驹
的身上可找到远去年代人与人之间的真
挚情谊。不忘初衷，从内心返回生命里
最初的纯真，这是黄元驹散文诗写作的

一个主题。在今日物质化快速发展、人
际掺杂功利的时代，这显然值得称颂。

黄元驹的散文诗充满乡土抒情的色
彩。在更早以前的 90 年代，《蝉声》《小
河》《簕竹小园》等抒写故园的篇章来自
他在乡村生活的情感体验。我们从作者
对河流、小园的风景、在上坡上牧歌等叙
事描写上读出上世纪 80 年代乡村的淳
朴风气。他以故园风景透视出一代人的
乡土情感。当然，那些停留在记忆中的
乡村景象，随着后来城乡建设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故园原风早已变得模糊。
进入本世纪初期，人们开始向城市靠拢，
故园成为精神层面的一种缺失。当物质
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又纷纷开始从精
神的源头上寻找过去，这说明了精神与
物质之间不可割裂的重要性。因为失
去，所以怀念，精神与物质的分野，是黄
元驹对故园眷恋不舍的潜意识表现。置
身物欲横流的时代，当大部分人偏向物
质追求的时候，他以故园为场景，追求物
质与精神的统一。

《萍踪掠影》记录了作者的旅行踪
迹。他在古蜀道寻找李谪仙的踪迹，唐
代诗人写蜀道难得诗句浮现于前。他也
去过杭州西湖观景，沉浸在堤岸上赏荷，
想起《白蛇传》许仙与白素贞的一段隔世
因缘，也想起苏轼在此驻足，与西湖结下
不解之缘，苏轼在西湖的行迹任随后人
追怀与凭吊。西湖有悠久的历史，他从
中领悟到在西湖中观景，行人亦是湖中
的风景。作者到访过江南水乡周庄小
镇。站在周庄，水乡小镇的前世今生跃
然纸上，毕竟宋代已很遥远，只剩下宋词
咀嚼，周庄带给人思考的，除了历史，还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行走过异域山河，

《走过内蒙古》笔端可见古老的游牧民族
风俗和草原风情，北国原野风光隐约浮
现在前。黄元驹以抒情的手法描写云南
洱海，并为之赞叹。此外，他去过丽江古
城，茶马古道。黄元驹的旅行篇章溯古
追今，从传说到现实，从历史文化题材延
伸到红色主题。如在重庆山城寻找红岩
里的革命故事，加深了人们的史观意
识。他对历史沉淀的文化心存敬畏。黄
元驹行走之地，往往与当地地域文化有
关，与遥远的时空遥遥相对，经历心灵与
文化的碰撞，他的内心受到人文精神的
洗礼。

他从自然景物中迸发出内心的情
感。借景抒情是黄元驹散文诗写作中的
手法。《明月》写到东边空地建起了高楼，
建筑物遮挡了视线，与明月对视颇有“关
山难越的苦楚”，黄元驹从叙事进而抒
情，从而发挥出散文诗抒情的特质。《清
风》写作者在一次回乡的旅途中，他不走
高速，为了让车慢下来驶入乡村的路，田
野里飘送过稻谷的清香，这股清新的气
息在城市里是匮乏的。作者触景生情，
从熟悉的乡风回到少年的时光，返回童
年，亲近乡间的河流。沐浴清风，是一次
心灵的洗涤。城市与农村的分野，使他
的散文诗表现出浓烈的自然意识。在城
市与乡村之间如何取得平衡，这关乎当
下人们在快节奏时代心灵归宿的价值取
向。当上层建筑得到极大的发展，他开
始思考重返自然，栖息诗意于自然物象
之中，置身纷繁的尘世之外，黄元驹从中
找到自我平衡的答案。

构筑物质化时代的精神栖息地
——读黄元驹散文诗集《大地歌行》

□ 黄俊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