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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是二十四节气
中的第十八个节气，秋季
的最后一个节气。斗指
戌；太阳黄经为210°；于每
年公历 10 月 23~24 日交
节。进入霜降节气后，深秋
景象明显，冷空气南下越来
越频繁。霜降不是表示“降
霜”，而是表示气温骤降、昼
夜温差大。就全国平均而
言，“霜降”是一年之中昼夜
温差最大的时节。

霜 降 时 节 ，万 物 毕
成，毕入于戌，阳下入地，
阴气始凝，天气渐寒始于
霜降。由于“霜”是天冷、
昼夜温差变化大的表现，
故以“霜降”命名这个表
示“气温骤降、昼夜温差
大”的节气。霜降节气特
点是早晚天气较冷、中午
则比较热，昼夜温差大，
秋燥明显。 霜降节气主
要有赏菊、吃柿子、登高
远眺、进补等风俗。

霜降·三候

一候豺乃祭兽。霜降
时节，豺狼将捕获的猎物
先陈列后再食用，“祭”有陈
列之意，豺狼开始大量捕猎
小兽，来把自己吃肥以便度
过不易觅食的冬天。

二候草木黄落。天气
转寒，大地也感知深秋寒
意，树叶也纷纷开始枯黄
掉落。

三候蛰虫咸俯。经过
了生机勃勃的春，热闹蓬
勃的夏，金黄暖意的秋，马
上又将进入藏伏内敛的
冬。蜂蝶蛰虫，以这种修
行的姿态，期待来年新生。

霜降·传统习俗

饮酒赏菊

在气象学上，一般把
秋季出现的第一次霜叫做

“早霜”或“菊花霜”，因为
此时菊花盛开，正值赏菊
的好时节。古有“霜打菊
花开”之说，所以登高山，
赏菊花，也就成为了霜降
这一节令的雅事。南朝梁
代吴均的《续齐谐记》上有
记载。“霜降之时，唯此草
盛茂”，因此菊被古人视为

“候时之草”，成为生命力
的象征。霜降时节正是秋
菊盛开的时候，中国很多
地方在这时要举行菊花
会，赏菊饮酒，以示对菊花
的崇敬和爱戴。

吃柿子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
霜降时节要吃红柿子，在
当地人看来，这样不仅可
以御寒保暖，还能补筋
骨。泉州老人对于霜降吃
柿子的说法是：霜降吃丁
柿，不会流鼻涕。有些地
方对于这个习俗的解释
是：霜降这天要吃柿子，
不然整个冬天，嘴唇都会
裂开。

吃鸭子

在闽南、台湾地区，霜
降这一天要进食补品，也
就是北方常说的“贴秋
膘”。闽南有句谚语，叫
做“一年补通通，不如补
霜降”，充分表达出闽台
民间对霜降这一节气的
重视。每到霜降时节，闽
台地区的鸭子都会卖得

非常火爆。

吃牛肉

广西玉林的居民习惯
在霜降这天，早餐吃牛河
炒粉，午餐或晚餐吃牛肉
炒萝卜，或是牛腩煲之类
的来补充能量，祈求冬天
里身体暖和强健。除牛肉
外，羊肉与兔肉也与霜降
相宜。

登高远眺

秋季山林、高山空气
新鲜，大气中的浮尘和污
染物较少。霜降时节登高
远眺，既可使肺的功能得
到舒畅，同时登至高处极
目远眺，心旷神怡，还可舒
缓心情。

扫墓祭祖

《清通礼》云：“岁，寒
食及霜降节，拜扫圹茔，届
期素服诣墓，具酒馔及芟
剪草木之器，周胝封树，剪
除荆草，故称扫墓。”并相
传至今。

进补

民间有“补冬不如补
霜降”的讲法。霜降时节，
天气越发寒冷，民间食俗
也非常有特色。人们认为
先“补重阳”后“补霜降”，
而且“秋补”比“冬补”更要
紧。因此，霜降时节，民间
有“煲羊肉”“煲羊头”“迎
霜兔肉”的食俗。

霜降·诗词

岁晚
唐·白居易

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
冉冉岁将宴，物皆复本源。
何此南迁客，五年独未还。
命屯分已定，日久心弥安。
亦尝心与口，静念私自言。
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
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

咏廿四气诗·霜降九月中
唐·元稹

风卷清云尽，空天万里霜。
野豺先祭月，仙菊遇重阳。
秋色悲疏木，鸿鸣忆故乡。
谁知一樽酒，能使百秋亡。

九日登李明府北楼
唐·刘长卿

九日登高望，苍苍远树低。
人烟湖草里，山翠县楼西。
霜降鸿声切，秋深客思迷。
无劳白衣酒，陶令自相携。

泊舟盱眙
唐·韦建

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
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
平沙依雁宿，候馆听鸡鸣。
乡国云霄外，谁堪羁旅情。

新营小斋凿地炉（节选）
宋·欧阳修

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
墐户畏初寒，开炉代温律。

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宋·苏轼

霜降水痕收，浅碧鳞
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
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
恋头。

佳节若为酬，但把清
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
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
也愁。

10月20日，由茂名日报社与茂名市图书馆联合举办的“故事里的茂名·郭逸竹新书分享
会”在茂名市图书馆三楼读者沙龙活动基地举行。本土青年诗人郭逸竹携新书《踏雪行》与市
民读者见面，诗人现场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四位嘉宾对作品进行了深度评析，并与100多名
文学爱好者共同探讨诗歌创作艺术。

写诗，我觉得跟做人一样，无论
何时何境，都需要修行。对于诗歌
我是敬畏的，也是热爱的，更多我觉
得它是我一生的修行。因心存敬
畏，所以我在不断地学习，静下心来
虚心地向不同的人学习，也向我们

的古体诗借鉴，吸收其中的养分，也
向一些国外的翻译诗学，并阅读大
量哲学的、文史类书籍以提高自己
的知识，拓展我对万事万物的认识。

我常常在写一首诗的过程中，
会遇上一些突然而来的想法，或说
笔尖让一些意象如忽然空降到眼前
的白色飞马般，让我眼前有光，它带
我遨游在云朵之上。我喜欢这样的
感觉，喜欢写诗带给我这样的愉悦
感，也追求这样的感觉，让我不用每
天束缚于柴米油盐酱醋的繁琐碎
事，可以让生活变得有想象和填补
些许空缺，营造一个与烟火生活中
不同的我。如此，在烟火里捡拾些
许诗意以自渡，给灵魂找寄托，在生
活的窄道且行且修。

与诗歌相伴的这 10 年，我把诗
歌当作了知己来相伴，心中所想所
盼，都诉之诗句间，就连已离开我30
余年的祖母的生前那些往事，在这
几年，我也敢下笔写成诗了，成功避
开之前每每写到祖母就泪流满面的

情景。这是写诗的好处，或说修行，
可以将一些感情在追忆中升华，不
再因回忆而深陷以往变得悲痛落
泪。对此，我感谢诗歌，它让我懂得
如何减少生离死别的伤痛，拓展世
界观和升华情感；让我懂得如何与
万事万物和解，以及重新出发。

记得有人说，写散文是敞开心
扉，与自己对话，释放自我。同理，
我觉得写诗吧，是打开格局，与世界
万物对话，在审美学的范畴内，将自
己的生活经验糅合在一事一物里，
内视自己的同时，仰观世界，摒弃

“我手写我心”，拓展对事物的认知，
让世界充满真善美。

诗集《踏雪行》是我的第三本个
人诗集，有一部分诗作在下笔时就
有意识地往写给我的孩子看的方向来
写，当然也适合其他同龄青少年看，希
望他们读到的时候，能在诗里感受到
一个作为母亲的凝笔之诗（思）的良苦
用心，受到鼓舞和启发，这也是我作为
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站在母亲的角度

给予下一辈的关爱关心。
诗集《踏雪行》名字的取意，一

方面源自词牌名《踏莎行》。词牌名
《踏莎行》又名《踏雪行》，“莎”，是一
种常见的野草，《踏莎行》词牌本意
是在春天踏青行咏；另一方面，那种
白雪纷飞的景象，那种满目皆白而
堆积折射的雪光，尤令人期盼，这是
诗意的光芒，也是生活里集聚而来
的微光。

无论是想象的，还是肉眼可见
的欢蹦跳跃着的微光，都会让人们
对一切充满期待。我相信，循光而
来，踏着生活的节拍，会觅到渴望深
处的一缕梅香。正是“宝剑锋从磨
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那诗意的
一缕梅香，虽会历尽艰苦，但足以让
人踏雪而来，向光而行，或歌或咏，
成为余生且修且行的注释。

（郭逸竹：中国作协会员，中国
诗歌学会会员。诗歌作品散见于
《诗刊》《星星》《诗选刊》等期刊。出
版个人诗集三部）

郭逸竹：诗歌是我一生的修行

郭逸竹是近年来茂名诗坛崛起
的新秀，写诗十余年，就从市作协会
员，到加入省作协，今年又加入了中
国作协。这一路走来，见证了她在文
学创作上的一步步成熟。现在，她的
新诗集《踏雪行》又出版，确实可喜可
贺！从这本新出版的诗集，我们可以
从中窥见郭逸竹诗歌的艺术特色。

独特的诗风。郭逸竹在诗歌创
作路上，经过不断探索，不断实践，逐
步形成了不同于他人的风格。这种
诗风就是委婉、含蓄、细腻，而且饱含
深情。她具有深宛超妙的诗人气质，
写出来的诗篇，非常注重意象词藻的
刻意锤炼，注意节奏韵味的苦心经
营。读逸竹的诗，就如在倾听着飘忽
深幽的心之声、溪之影、梦之花，有着
一种超然物外的美的享受。

如《弹琴》，“无尽雨，无尽夜/弹流
水/春花皆落去/而流水还在帘外，与
风共对”。在诗人的笔下，有快乐，有

愁绪，知音和流水相融，有我之境得
到充分的体现。这种风格，用“唯美”

“华丽”和“抒情”来形容，显得比较贴
切。

蕴含深厚的艺术意境。可以把
郭逸竹的诗所写的意境，归纳为“古
典美、风景美、人性美”，诗人通过妙
用不同的意象，达到借景抒情、情景
交融，因而使诗的意蕴深厚，内容丰
满。如《尽日寻春》这首诗，虽然只有
5 行，但里面有多个意象重叠。“已落
尽半生。花枝上的景象/谢流水，谢星
月”，这是把“春花”和“流水”“星月”
的意象叠加，产生令人向往的遐想。

“用一身空白相见/身后余下一地的辽
阔，盛放了/隔山的鸟鸣和花香”，大地
辽阔，春和景明，听山中鸟鸣，嗅山中
花香，一幅美妙的春日图景。这样的
例子，在诗集中比比皆是。

体现隽永悠远的韵味。郭逸竹
的诗，非常注重抒情，如《打开春天的
人》，“那只小花猫饥饿冷缩发抖的低
鸣声/落在祖母二月的怀抱/同一个春
天，祖母也接下在屋角那只/蜷缩着气
若游丝的小黄狗”，祖母慈悲的心怀
已然展现在读者面前，把“春天”这个
意象赋予了更多的情感，可以是祖母
那深沉的爱，是人性温暖，是包容和
爱，是世间万事万物。正如诗人在后
记中说的“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
一菩提，诗歌对我来说，亦然。”

（何火权：茂名市纪委监委宣传
部原部长、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
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何火权：独特诗风 悠远韵味

茂名是一个诗歌火种蓬勃燃
烧的地方，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
歌评论，都比较突出，可以说是走
在广东前列。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今天，茂名产生了很多有影响力的
诗人。

郭逸竹是一位新锐的诗人，在
短短两年时间便出版了两本诗集

《风过蔷薇》《踏雪行》，这是非常惊
人的。不但数量大，质量也高，说明
了这位诗人是有备而来的，是长期
日积月累的结果。

第一，郭逸竹的诗歌中有一种
特别令人感到亲切、感到享受的一
种意境之美。这种意境之美是她长
期受到古典诗词的渲染而转化为现
代诗歌表达的一种结果。你读她的
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画面感
很强，读时感到身心愉悦、精神舒
爽。这种意境之美塑造了一种情景
交融的审美空间，表达了宁静致远
的生命哲学，有着物我合一、人与自
然相互融洽共处的这样一种精神底
蕴。作为一个当代诗人来讲，这一

点很值得肯定。
第二，她的诗歌有一种让人感

动的情与义。对于亲人、好友、身边
人，包括对于大千世界，她总是以这
样一种友好的目光，和他们和平共
处，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在上面。这
种情义在她的诗歌中体现得非常鲜
明，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诗人，是一
个爱生活爱自然的一个诗人，所以
你读后会感到非常的亲切，非常的
温暖。

第三，从小的技巧上来说，诗人
在词语的表达上，也是有自己的独
到之处的。例如说善用动词，你看
这个书名《踏雪行》“踏”“行”用的都
是动词。诗人在诗歌中对词语意义
的有效调动也很成功，比如大与小
的转化，轻与重的调配，有时候大词
小用，有时小词大用，有时轻词重
用，有时重词轻用，这使她的诗歌显
得气韵生动，富有感染力。

总体来说，郭逸竹向我们提供
了充满温度、充满情怀的诗歌，她让
我们借助诗歌这种文体再一次去审
视世界，审视我们的人生，审视我们
周围的一切。我们可以带着这样一
种充满了光亮、充满了情意的目光，
来重新看待所有的事物，很美好，很
惬意。

说到不足的话，我觉得诗人不
一定把所有的诗歌都写得那么的和
谐、静谧和安详，她还可以写出这个
世界的骚动与复杂，让诗歌充满更
多的张力，更具有深长的意味。

（张德明：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
传媒学院教授、南方诗歌研究中心
主任、比较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
诗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张德明：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诗人

郭逸竹写诗的时间不是很
长，但是她创作的质量很高、数量
很大，是一个成长速度比较快的
诗人。

我认识她挺长时间了，感觉
她一直是很安静的，很安静地用一
种平视的眼光看世界；用一种细微
的内心强调她背后的东西。读她
的诗感觉有一种很干净、清闲、善
良、温暖的，以及包容的状态。

她不管写什么样的题材，文字
总是让你感觉到像泉水那么轻盈，
有种流动感。让人读起来，慢慢地
从她的诗歌语言找到一种东西，就
是卫国老师口中所说的“光”。我

觉得不仅仅是光，还有一种透明的
东西，像空气一样干净。这是她诗
歌的一种特质。

她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的
创作呢，因为她跟其他诗人不一
样，不浮躁，她由着她的性格，由
着她的本能，慢慢地写，慢慢地
观 察 ，不 追 高 度 ，也 不 追 求 热
度。她还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一
个很好的爱人，在背后默默地支
持她，这也给她的写作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环境。

如果提点建议的话，我以为
她的诗歌题材也不能总停留安逸
的环境中，世界很大，要多走走，
写出更多有张力的作品。

这十年，郭逸竹正是写诗高
峰期，我这十年却写得比较少。
我并不是不爱诗歌，而是觉得自
己老了，写不动了，不能像以前一
样写得那么洒脱、那么通灵、那么
让人温暖感动了。但是我觉得诗
人应该保持一颗永不老的心，所
以也寄望在座各位趁年轻，还有
力量写，还有勇气写，多写！

（张慧谋：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茂名市作家协会主席、“广东
省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
多斯文学奖”获奖者）

张慧谋：她的诗干净、温暖

首先祝贺诗人郭逸竹，这是她出
版的第三本诗集，非常不容易。茂名
有着优秀的诗歌传统，在过去的三四
十年间，茂名在整个广东的诗歌地位
都是非常高的。比如，今天在座的，
除了郭老师之外，还有好几位优秀的
诗人，台上的张慧谋老师从上世纪80
年代就是我们茂名诗歌的领路人，影
响非常大；还有坐在前面的蓝蓓、吴
小英等，都是非常优秀的诗人；茂名
还有大量的好诗人，虽然他们多数都
不在茂名。

诗人郭逸竹是我近几年才知道
的又一位女诗人。虽然我认识她相
对较晚，但这本《踏雪行》已经是她的
第三本诗集了。这种坚持，就是对茂
名诗歌文化的一种传承，而诗歌文化
可以说是我们茂名走在最前面、也是
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对这一点我是
充满自信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也
是非常肯定的。

对郭老师这本诗集，我在“序”中
说她是一个逐光的诗人，她的诗歌是
向光的，这从诗集里有很多诗的题目
就可以看得出来。对她的诗歌来说，
这个“光”又是什么呢？说简单一点，
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真善美。一个
优秀的诗人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
肯定首先是对真善美的一种热爱和
向往。读郭老师这本诗集，你会发现

在她的世界里或者在她所追求的
“光”里，最突出的是美，这可能也是
很多女性诗歌的特点。她的诗集里
有很多篇幅写到各种各样的花，花就
是美的一种象征。另外她的诗还有
一个很突出的题材特点，就是对亲情
的表达。刚才郭老师在陈述她的写
作历程时也非常着重地强调了她的
祖母对她的影响，我读她的诗也感
受到了。这是一种亲情，同时当然
也代表着人间至善。她所追求的

“光”，还有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从
她的诗里面可以感受到一个诗人对
诗歌、对艺术本身的热爱。“艺术”本
身必然是一个真诚的诗人毕生所追
求的至高之光。

当然，我们还应该再深入一步，
诗人一方面是逐光者，但这还不够，
优秀的诗人不能止步于此，他还有更
重要的责任，就是他必须把自己化为
这个时代的光。真正的诗人必须承
担至少一部分的社会责任，你要自己
成为时代之光，这是过去时代一切伟
大的诗人给我们留下的一个人类经
验，或者说，这是他们用诗歌给我们
塑造的一种代表人类未来和希望的
生命形象。

所以说在今天要成为一个什么
样的诗人，是可以提出更高要求的。
一个时代的诗人，代表一种深度和高
度，他应该超越一般的人，或者说要
有超越其时代的一个更高的视角，要
看到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就像雪莱说
的，诗人应该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
法者”，也就是他要能够预先看到并
向世人指出未来世界的模样，这才是
诗人的根本职责。因此我今天在这
里说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诗人的一个
最基础的形象是一个追光者；其次，
他还必须让自己成为光。

（向卫国：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教
授。从事文学理论教学，兼事诗学理
论研究和诗歌批评）

向卫国：这是一个逐光的诗人

故事里的茂名·郭逸竹新书分享会举行

专家学者深度评析《踏雪行》 风卷清云尽
空天万里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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