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广杰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艺作品，我读

过不少，看过也不少，但远远没有《狂
雪》所带给我的震撼力强。一时间，我
感觉像被强力电流击中一样，热血沸
腾、沸腾，之后马上凝固了，头脑一片
空白，大脑苏醒之后，我首先感到十
分惭愧。作为一名喜欢诗歌、喜欢历
史的业余作者，竟然没有读过这样优
秀的诗作，我深感惭愧和遗憾。虽不
能一下子说出读这首诗的感受，但历
史是不能够忘记的，尤其是那段悲壮
岁月的历史；文学，也是不能够忘记
的，尤其是记录我们民族抗争史的优
秀文学作品，必须精读、熟读，让更
多的国人熟读。

让我们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长诗
吧——大雾/从松软或坚硬的泥层/慢慢
升腾/大雪从无际/也无表情的苍天/缓
缓/飘降/那一天和那一天之前/预感/便
伴随着恐惧/悄悄/向南京围来/雾一样/
湿湿的气息/雪一样/晶莹的冰片/在城墙
上/表现着/覆盖的天赋……

作者先压抑着自己的情绪，用细腻
的笔触为我们营造出这场人间悲剧的开
幕氛围，紧接着，把普通老百姓的无
助恰如其分地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

《狂雪》被认为是优秀的长篇叙事
诗，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
叙说，诗人用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走
进历史，还原了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
情景：看见一位老人/刺刀并不说话/只
是毫不犹豫地往他胸窝一捅……

够了，够了，这么沉重，压得我快
要喘不过来气了，已经丧失了人性的日
本法西斯们令人发指的罪行，让我义愤
填膺、双眼喷火。写到此处，我不得不
离开书桌，暂时离开这首长诗，平复一
下自己激动的心情。

作为叙事诗，如果仅仅是还原事
件，还称不上是优秀的诗篇，《狂雪》之
所以有超乎寻常的艺术魅力，我认为和
这篇诗作的广度和深度有关，对人性的
思考、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都没有简
单停留在对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简单的
叙述中。

譬如，从“我父亲肩胛骨中/一到梅
雨季节/便隐隐作痛的/那块弹片”，写到
对聂卫平和日本以及东南亚的高手充满
敬仰，但又反问：“你为什么冲出棋盘/
在一些角落里狂轰滥炸/从人民英雄纪念
碑前/那本毛边纸翻印的《论持久战》/
以及杨靖宇将军的胃/赵一曼砍不断的精
神/还有越南民族英雄阮文追也走了进
来/他将美军录音机里的磁带揪出/撕烂/
从八层楼高的窗户跳下去/瘸着腿/一歪
一斜地/走向刑场的画面/那是不屈的英
雄/是一个弱小民族锋利的牙齿/不仅咬
碎了死的恐惧/也咬出了一个国家/独立
自由的心声……”

石一宁曾这样评说：“正是这些充满
个性化色彩又有广度和深度的诗句，使
整篇作品大开大合又沉郁顿挫，淋漓酣
畅又百转千回。”

《狂雪》的作者——中国当代知名
军旅诗人王久辛，针对《狂雪》又一次
再版，他说：“我希望读者能用审美的眼
光来阅读这部诗集，而不是用看思想、
找理论的方式来诵读。形象大于思想，
同理，艺术创造的形象亦大于思想。如
果您热爱思想，我恳求您直接去读思想
家的专著，我奉上的是诗歌，不是思
想，虽然我的诗歌形象中也包含着一点
儿思想。”我完全同意王久辛这个观点。
但我认为，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的说
法，诗歌应该表达思想，特别是爱国主
义的思想，诗歌应该承载这个功能。《狂
雪》也承载了这个功能，只不过诗人用

了丰富的、精准的艺术张力表达了出
来，给人的强烈震撼远远胜于单纯的说
教故事。

《狂雪》选自同名诗集（1990年3月
作），这本集子曾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近三十年再版三次，翻译成多种文字，
著名作家莫言、阎连科等都有高度评
价，不仅如此，自从 2003 年 12 月 12
日，长39米、宽12米，名为《狂雪——
为被日寇屠杀的30多万南京军民招魂》
的铜质诗碑，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前正式落成以后，《狂雪》 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的喜爱——无论是
白发苍苍的长者，还是朝气蓬勃的青
年。有人甚至这样描述：今天，《狂
雪》已不仅仅是一首诗，更是一部关于
战争与和平、战争与人性的血淋淋的教
科书。在金陵南京，在狂雪诗碑墙前，
翰儒布衣倾城观赏诵读，其声可震天，
其情可动人……

一首诗歌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一
方面来源于它的艺术性，一方面也来源
于它所表达的思想或者情感，有人说，
人是诗性的动物，天地有大美，人间有
好诗，《狂雪》写的是人间的悲剧、一段
不堪回首的历史，但诗人从人间大悲之
中写出了好诗，一首揭露、鞭挞丑恶和
罪行而又没有陷入苦痛不能自拔的好诗
——我永远记得/和我们走在大路上/意
气风发斗志昂扬。

最后，我还是想把那场下白了1990
年中国诗坛的 《狂雪》 的其中一段摘
录、分享给大家，因为历史，不能忘却
——希特勒死了/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也
早被绞死/但是/那种耻辱/却像雨后的春
笋/在我的心中疯狂地生长/几乎要抚摸
月亮了/几乎要轻摇星光了/那种耻辱/那
种奇耻大辱/在我辽阔的大地一样的心灵
中/如狂雪缤纷……

人间大悲亦为诗
——读王久辛《狂雪》所思所感

■■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小荷初露小荷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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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情长儿女情长

■陈若曦
老师总是鼓励我们说：“在

家要做尊老孝亲的好孩子，在
学校要做勤学励志的好学生，
在 社 会 要 做 文 明 守 纪 的 好 公
民 ， 争 做 富 有 理 想 ， 品 德 高
尚，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的社
会主义接班人。”

我知道，这是让我们做个
文明好少年。

做个文明好少年，就不能
去网吧，不能乱扔垃圾，不能
随 地 吐 痰 ， 不 能 破 坏 公 共 财
物 ， 不 能 说 脏 话 ， 不 能 说 谎
话，不能闯红灯。

做文明好少年，就要爱护
公共财物，遵守交通规则，要
诚实守信，要主动帮助别人，
要尊老爱幼，要节约粮食、节
约用水、节约用电。

有时候，在大街上，在学
校里，听到有些人说脏话时，
看到一些人在公共场所乱扔垃
圾时，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总在内心里对自己说：不要向
他们学习。

是的，就让我们从现在做
起，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一
点一滴做起，争做一个文明好
少年吧！

做个文明好少年

■■沙澧写手沙澧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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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韵沙澧》 文艺副刊是漯河
文艺爱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本刊
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
众提供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粮，为
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
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
市的文化建设备足后劲。因此，我
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
加大扶持力度，对水平较高的作品
将集束刊发；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
体裁、题材的专版，甚至会推出个
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
等。敬请关注。

■■影视品评影视品评

作者简介

■邢俊霞
看到杨晓曦的散文时，有一种眼前一

亮的感觉，她的散文就如一处风景，静美
得像一团妩媚绮丽的云朵，叫我想伸手摘
下一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陪着我山高
水长。初见，便如故。

写浓稠细密的生活，是杨晓曦的强
项。在《心向瑶琴，莫叹曲流觞》中，有
她父亲的身影：“常常，他会坐在大门外
的路边上拉二胡，手势有些张扬，左肩
微高，整个上半身向右倾斜，微闭双
眼，脑袋随着二胡的走势摆动，围观的
路人越多，动作的幅度就越大，二胡曲
的声音就越是高亢，越是饱满多姿。那
一声声的二胡曲响起，仿佛就是万千彩
色的蝴蝶在飞舞，绕着父亲飞舞，绕着
那些驻足听二胡的路人飞舞，绕着大街
边上那一片空旷的天空飞舞……如此绕走

了无数落日余晖，转眼又绕来了弦月清
光。不管有没有掌声，他都很陶醉，喜形
于色，眼睛眯成月牙。”有她儿子的身
影：“儿子是校园歌手，他的吉他像极了
一株大树紧抱着庞大的根系，它弹奏出的
乐章，就像是一棵大树在慢慢地抽枝、发
芽、开花、结果。一弦一音无不带着泥土
的色彩和气息，忧郁中带着欢娱，带着蓬
勃的张力。”

当你把日子看成一幅画，抑或一场电
影，即使空间转换，人物更替，也能在各
种景致里生出诗意，并将诗意缠绕指尖，
于笔下汩汩流出。杨晓曦有这个能力。一
架葡萄，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她却以女
性细腻的心思细数葡萄架上的阳光，生出
诗意的感慨：“家就是个葡萄藤，一个一
个的小枝丫伸出去的时候，会被风折断，
被雨压弯，枝枝缠绕在一起可以互相取
暖，可以形成一种力量，很容易度过风雨
侵袭的日子。”哪怕腰围罩衣，推开烟火
之门，洗手做羹汤，为爱做厨娘，也一样
带着鲜活的气息，“藏一缕阳光在心间，
漫煮岁月，心中莲花盛开”。

有一种风景，那里的一切景致都如云
遮雾绕一般迷离。散文诗是杨晓曦笔下与
散文开出的并蒂莲花，那片风景中潜藏着
对她至关重要的诱惑，我试图走进那片风
景，一步一步，就如白天、黑夜、风霜、
雨雪、春夏秋冬于自然中抵达。《最好的
感觉》 里她说：“我朝你望过去的时候，
你已经在凝视我。眼波摇动心房，这是最
好的感觉”、“在茶烟袅袅的夜里，邀约，

对影成三人。躺下自己，就醉成一片湖
泊。”

杨晓曦像只陀螺一样，以自强、乐观
为半径，旋转在生活的舞台上，大学毕业
后，入职、失业，再就业、再失业，人生
起起落落，几番更迭，但她依然是最初的
样子，灼灼其华，秉性不移，把儿子栽培
成优秀的苗子，已在公检法领域茁壮成
长，她的学生，在她的悉心教导下，把自
己开成一朵小花。她爱画画，吹葫芦丝，
用盈盈笑意把白天的生活缝隙填补得平整
闪亮，这种生活经历日后变成长长短短的
文字丰满着她的文学作品。

入夜，揉醉夜的缠绵。心灵与信念一
起盎然在夜的魅影里，书籍是她的知音，
守着一份痴情，心香婉约成瓣。《最好的
感觉》 里她写道：“黑暗中闪着亮光的，
是属于你的音符，你我之外，无人识得此
歌。用我的血液，感觉你脉搏的跳动，夜
色，妖魅不可抵御，读你，有趣到热气腾
腾。一切，此时最好！”在《人生路上不
忘修身养性》中，她把读书归结为“是一
种收集阳光增加素养的过程，它是一种奇
妙的体验，有些书让你感到温暖，体会到
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悦和惊奇，会让你在不
知不觉中吸取精髓，焦虑了、烦闷了、沮
丧了，打开书本总有一篇散文、一个故
事、一首诗歌让你平静，让你找到契合自
己心意的文字，让你找到自己，做最好的
自己。读书，可以让你感受到雨敲窗棂，
感受到风过林梢，感觉到所有的美好把希
望点亮……”

纵观杨晓曦的作品，她的写作特点跃
然纸上：热情而洋溢、炽热而流畅、恬静
而清新，她习惯直接倾泻自己的情感和体
验，捕捉微小场景，表现生活的感悟。她
喜欢用气候来比喻生活的灰暗，用大自然
比喻生活的变化。比如：她失业后生活无
着落的那段日子，在《心有莲花暗自开》
里开篇就写：“室外阴冷，冬天的肃杀之
气尽显端倪”、“想起第一次投稿的时候，
生活困顿，四面楚歌，窘迫感时时存在，
靠文字取暖解忧。”《你是我的全世界》中
写生活：“就像向日葵离不开太阳一样，
你是我的全世界！全世界却都是你的，清
风淡云，草色泛光，花朵怒放如火焰。我
托举着、扛着，始终不肯肯放下对你的眷
恋，就像托举着幸福一样。”这些恰当的
比喻，自然传神，大大增加了作品诗意的
表达。

散文的生命力，在于贴近生活，贴近
时代，贴近人民的心声。一个人的作品
要更多地表达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七情
六欲，杨晓曦的散文作品，更多展现出
的是一种小女人的小情怀，是一种小情
小爱。比如：父母之爱，子女之爱，自
己生活的点滴感受，缺乏大题材、大主
题、大场面的宏观愿景。散文创作无外
乎两种，一种是情感型，一种是思想
型。杨晓曦属于前者，作品情感表达充
盈，思想表达稍显薄弱。希望她在以后
的创作中，拉大作品格局，增加作品的
厚度，而有厚度的作品以及高雅的审美
情趣含量越高，作品的价值就越大。

行走在思想之上
——杨晓曦笔下的散文风格

■韩月琴
午饭后，我收拾停当，准

备去上班，正要骑车出门，听
到大门外面抱着二儿子晒太阳
的婆婆朝我喊：“月琴，你爸来
了！”“我爸来了？”带着满腹诧
异正欲往外走，爸爸迎面走了
进来。

“爸，你咋这个时候过来
了？”不等爸爸开口，我抢先问
了出来。

前些日子，爸领着村上的
几个人还在我家修房子，工程
刚 刚 才 结 束 两 三 天 。 昨 天 周
日，我们回了老家，妈妈和小
侄儿在家，爸出去干活了，工
地管饭，中午没有回来。这才
间隔了几天时间，我以为爸爸
这趟来有什么要紧事儿。

爸爸呵呵笑着：“昨天炸的
米花和麻叶儿，炸得多，趁着
中 午 暖 和 ， 你 妈 叫 我 送 来 一
些。”我这才注意到爸爸手里提
着的两袋东西，大袋子里装着
米花，小袋子里装着麻叶儿。
我赶紧从爸爸手里接过了米花
和麻叶儿，而爸爸又转身从婆
婆手里接过了我的二儿子，抱
着、逗着、笑着。

我们热热闹闹进了屋，待
爸爸抱着孩子在屋里坐定，我
立即从袋子里拿出来一些米花
吃。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东西，
每次村里来了炸米花的，我都
会拿着袋子、端着大米和玉米

耐 心 地 去 排 队 。 后 来 年 龄 渐
长，去了外面求学，周末回到
家，经常能看到妈妈炸好的米
花在家等着我。如今，我已结
婚 十 五 年 ， 并 且 有 了 两 个 儿
子，自己早已是孩子眼里的大
人，但在父母眼里，还依然是
那个爱吃米花的小丫头，还是
那个需要他们时时牵挂的小女
孩儿，他们牵挂的除了我，还
有我的两个孩子。

爸爸抱着儿子逗着笑着，
我吃了一把米花，匆匆起身与
爸爸告别，因为我下午还要上
班，而且马上就要迟到了。

出了家门，我一直在思考
这件事：从爸爸来到我家，到
我起身离开，中间不过十分钟
时间；爸爸来这一趟往返近二
十 公 里 ， 骑 车 需 要 一 个 多 小
时，女儿却待了不到十分钟就
上班去了。想想，自从毕业上
班以来，我请过的假早已不计
其数，为自己、为儿子、为朋
友，甚至有时候只是单纯地想
休息，也曾经为爸爸请过，那
是 因 为 爸 爸 住 院 了 ， 非 请 不
可。除此之外，我从来没有为
父母的事请过一次假。

我想，其实，今天我真的
该为爸爸请一次假。都说，陪
伴 是 最 长 情 的 告 白 ， 小 的 时
候，他们陪伴我长大，现在他
们日渐老去，余生不多，我也
应该给予他们最深情的陪伴。

为了父母请个假

■贾 鹤
迪士尼新出的动画电影《寻

梦环游记》 正在如火如荼的上
映，闲暇的周末，我带着女儿去
影院一睹为快。

因为有迪士尼出品的金字招
牌，我料定电影一定保持在“过
得去”的水准之上，满怀期待，
放心把感官交付给一个半小时的
观影时间，体验一场奇幻的寻梦
之旅。

影片讲述了一个叫米格的墨
西哥小男孩，从小热爱音乐。但
因为米格的曾曾祖父为了音乐舍
弃了家人，曾曾祖父的出走让圆
满的家变得缺憾，音乐从此在米
格家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命运的
安排自有不可揣测的深意。米格
视音乐为挚爱，在奶奶和全家人
软硬兼施围追堵截下仍不愿放弃
音乐梦想。小米格一心想在“亡
灵节”那天登台演唱，就在他拿
着偷藏的吉他出发的时候被家人
堵了个正着，愤怒的奶奶摔了吉
他，激怒了倔强的米格，他冲出
了家门，还说出了“不在意死后
照片是不是被放上灵台供后世祭
拜”的负气之语。

愤怒的小男孩来到歌神德拉
古斯的墓园，因为碰触了一把吉
他而意外踏入了亡灵世界。每年
的亡灵节，死去的亲人都会从亡
灵世界回来和家人团聚，但从没
有活人踏进过亡灵的世界。小米
格被亡灵世界的光怪陆离所震
撼，更令他欣喜的是，他遇上了
从未见过的祖辈们。一家人想方
设法要将他送回活人的世界。在
这个过程中，小米格遇到了孤独
潦倒的乐手埃克托，两人共同经
历波折，相互包容到理解欣赏，
冥冥中的亲情牵系让米格和埃克

托各自梦圆，小男孩得到家人的
诚挚祝福重回活人世界，埃克托
终于获得家人的原谅，在爱的记
忆消失之前，在亡灵世界找到救
赎。

看到这里，观众大多已经嘴
角上扬，眼神柔和，伴着电影主
题曲“请记得我”的抒情旋律，
小男孩欢快地弹着吉他，脸上挂
着明媚的笑容，一家老少踏着节
拍快乐的起舞，音乐从此不再是
这个家庭的诅咒，快乐满溢幕
布。

“亲情”一直是迪士尼电影
的恒久主题，从巅峰之作的《狮
子王》 到美轮美奂的 《冰雪奇
缘》，这部《寻梦环游记》也不
例外。构思巧妙，情节紧凑，音
效动听，保持了迪士尼动画电影
的一贯水准。它不讲冠冕堂皇的
道理，也不宣扬慷慨激昂的口
号，融融亲情氛围里那些漫不经
心的生活小细节，绚丽色彩外展
露着丰富的情感内核，娓娓道来
又如春风化雨浸润着我们的心。
无论个人成就多么光彩瞩目，最
重要的是家人在一起的温暖。这
个代表大众的价值取向，也是应
该宣扬的主流价值观。亲情的宽
容和祝福是梦想实现的原动力；
爱，是从我们心底延伸出来的红
线，牵引着迷途的灵魂找到回家
的路。

电影为成人打造一场白日梦
幻，感动于梦想的美好并为此学
会反省和回望。心仍在电影的梦
境里怅惘，直到身边的小人儿
叫：“妈妈，妈妈，那个小孩儿
最后回来了吗？”“是啊，他回家
了。”我漫不经心地应着，在人
流中牵起她的手，暖暖的，很贴
心，像我妥帖的幸福。

爱，指引我们回家

■杨晓曦
我朝你望过去的时候，你已经在凝视

我。眼波摇动心房，这是最好的感觉。月
光躲藏起来，蝴蝶的花影，早已经翩翩起
舞，在你的唇边，我的心上。

拉钩盖章是小孩子的游戏，那个印记
像一条小溪，川流不歇，在膨胀的躯干上
浩荡蓬勃。两心相换，记忆有一道心门，
钥匙在你我的手里。

在茶烟袅袅的夜里，邀约，对影成三
人。躺下自己，就醉成一片湖泊。故事的

开头，总是这样美好，细水长流，结尾你
自己想象。

黑暗中闪着亮光的，是属于你的音
符，你我之外，无人识得此歌。用我的血
液，感觉你脉搏的跳动，夜色，妖魅不可
抵御；读你，有趣到热气腾腾。

一切，此时最好！

倾听

沉默，它在我内心深处创造了一个叫
宁静的东西。它穿透身体的外壳进入，感
受内心的声音和生命的本质。我，从思维
中分离，倾听心灵的呐喊。

摈弃杂念，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
了张力。生命在春天里苏醒，越来越清
晰，越来越强烈，灵魂从身体里迸裂而
出，审视外壳和本质的区别。闭上眼睛，
倾听身体的声音，是一种享受。

声音，飞过来一样，追上我，像飘逸
的蝴蝶爬上心头，又飞到高远碧蓝的天
空。我感觉到了，一阵清凉，仿佛一条溪
流从眼睛里跃下，划过面部，跃进胸膛，
撑圆了乳房。吮吸乳汁，生命在强大，我

允许是非好坏一起存在，允许噪音穿越身
体。允许自己站在镜子的面前，忍受痛苦
带来的百般余痛。

日日月月，岁岁年年，给生命的长河
分段，回望来路一段一段纵横，段段重复
着前一段的寥落和遗憾，不分白昼，无论
深浅，不回顾，不总结，不辨对错，连喜怒
爱恨都不再新鲜。站在镜子的面前，意识滴
着鲜血，清醒地扼摁着疼痛，剜去带着蛆虫
的旧伤。一条着色的心路，通向远方。

闭眼沉默。溪流从眼睛跃下，撞击着
涧石，痛快地释放着自信和力量，虽然只
能是潺潺呢喃，却日渐执著明朗。不假装
一切都没有发生吧！我只是允许，事实的
存在，当然还有生命的无常。

面对生命中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坎坷
和欣喜，我还是选择沉默，在沉默中倾听
内心的声音，给过往做总结、调整、修
正、包容，一切都在蓝天白云里波澜不
惊，重新开始。

有多远

影子落上墙，黑白一样干净的感觉。

思想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夜色从窗外
飞，在心上过。不到春天，没有花开时的
芬芳。

米酒沸腾，一次次的感受酒酵的醇
美。有多远，有多近，煮一壶酒的距离，
就有了熟悉的气味。这柔软，这熟悉，这
陌生，浸透遐想。不醉，找不到记忆的
根！

黑夜，做足了灯光的背景，那些记忆
中的根茎，缠缠绕绕爬满背景的墙。一更
一更，空旷宁静。捡拾遗落的稻子，今夜
酿酒，一些模糊的爬痕，聚流成河。

酒香里执琴，一曲一曲，不停地唱，
那些记忆，那些婉转，成了影像。沉寂，
像夜色里的月光，让心情一下子裸露，一
只弯弯曲曲的心路，走进梦里，路边，随
风摇曳的狗尾巴草有些惊慌。

从这个夜晚走进那个夜晚，从一个梦
走进另一个梦，走进一幅幅美好的图画。

酒香，情深，握紧冷浓的寒夜，握不
住尘世的过往，有多远？

今晚，不醉，依然找不到记忆里的
根。那，不怀远人吧？不想故乡吧？只想
起不复返的旧时光……

最好的感觉（外两篇）
杨晓曦，笔名小溪、老开，女，

现居河南省漯河市。散文、诗歌作品
散见于 《漯河日报》、《漯河晚报》、

《凉都晚报》、《六盘水日报》、《长江
诗歌》、《河南诗人》、《桃花诗萃》等
报刊。喜欢读书，通过文字张望外面
的世界；喜欢写作，通过文字记录生
活的历程；喜欢手指敲打键盘发出的
哒哒哒声，享受心灵在哒哒哒的陈述
中渐渐清澈、丰盈的过程。守着一方
键盘，无论更深，不管雾重，以笔墨
丈量时光，一些故事、一些过往、一
些希冀，便在笔墨中生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