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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宝鸡籍历史文化学者杨曙明新著《陕西

古代青铜器》，近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精选

了陕西境内出土的 100 件（组）青铜器，其中 80 多件为

宝鸡地区出土，主要围绕青铜器的发现、发掘、流传、

收藏和研究的过程，重点讲述其背后发生的重大历史

事件，介绍器物的特点特征、历史地位、文化内涵及重

要意义，是学习了解陕西历史、研究青铜器文化的一

部精品力作。

杨曙明系凤翔人，曾长期在宝鸡工作，现为省社科

院特聘研究员、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客座研究员、《陕西社

会科学》副主编，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经济日

报》等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出版《雍秦文化》等著作8部。

《陕西古代青铜器》运用学术考究方法，注重对器物出土

流传信息考证，纠正了一些网络文章传播中的谬误，并对

众多学者关于器物断代、铭文辨识的考证进行了详细介

绍。作者没有着重介绍每个器物的文字纹饰或断代研究，

而是另辟蹊径，重点挖掘青铜器的重大背景，着重介绍青

铜器的重要意义，弥补了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重要缺失。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生前为作者题词寄语，陕西

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吴镇烽为本书作序，陕西师范大学

教授张懋镕题写了书名。该书图文声并茂，一体化传

播值得关注。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本报讯 近日在京举行的“中国有声”——70 年

70 部· 优秀有声阅读文学作品、70 年 70 人· 杰出

演播艺术家发布会上，宝鸡籍文学名家冯积岐、红柯、

温亚军的 3 部大作光荣入选。

本次活动由中广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主办，选拔

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 70 部优秀文学作品，用“好声

音”讲好中国故事。70 部入选作品描绘了我国不同时

期的社会历史画卷，其中宝鸡籍著名作家温亚军的短篇

小说《驮水的日子》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冯积岐的长

篇小说《村子》曾获第二届柳青文学奖，红柯的长篇小说

《太阳深处的火焰》荣登 2017 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

3 人均为岐山籍作家。另有陕西籍作家叶广芩的《去年

天气旧亭台》、陈彦的《主角》、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西

藏》、陈仓的《后土寺》上榜。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本报讯 花生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为什么玉

米带来的不是富足却是饥荒？ 11 月 16 日下午，岐山

籍通俗历史作家杜君立携新作《新食货志》来到市区

万邦图书城，以现代历史观为读者解析“食”与“货”如

何影响古代中国、影响世界历史。

“食货”二字出自古籍《尚书》，班固在《汉书》中专

书“食货志”，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40 万字的

《新食货志》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面世月余即在

读者中产生热烈反响。分享会当天，来自市作协、市职

工作协、市文学创作协会的近百位作家、文学爱好者

来到现场，听杜君立从我们熟悉的小麦、茶叶、土豆、

蔗糖、食盐等所食所用，深入浅出地讲述全球化的“世

界商品”的历史，以及不同民族、文明、观念碰撞后所

形成的现代文化与当今社会格局，让读者从另一个角

度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与世界。     本报记者 王卉

本报讯 怎样写出创造性的诗文？ 11 月 17 日下

午，山东诗人、《艺术天下》主编任怀强诗文分享会在

宝鸡理想国独立书店火热举办，我市 20 多位文朋诗

友一同参与了诗歌创作交流活动。

任怀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理

事，主编《诗群落》《天下散文》等杂志，出版诗集《我们

的心灵》《去瓦城的路上》等。此次活动由市职工文联

作家协会主办、宝鸡理想国独立书店承办，诗人、文化

策划撰稿人白麟主持。任怀强就其 30年创作感悟及编

辑甘苦与大家真诚分享，与我市作家诗人互动交流，大

家就如何写出好诗各抒己见。其间读风诵月社 4 位主

播还深情朗诵了任

怀强的部分诗作，

听诗人现场讲述创

作背后的故事。
 （段序培）

宝鸡籍 3位文学名家
入选中国有声

《陕西古代青铜器》出版

杜君立来宝鸡新解食货志

fangcaodi芳草地

每一代人都有最美好的青
春芳华，那是撩人的激情岁月、
纯情的浪漫爱情和不朽的人生
歌谣，即使人至中年、青春远去，
每当回忆起来，内心依然能够暖
流涌动。

火鸟的芳华，源自上世纪
90 年代，那是一个诗歌光荣的
岁月。一群热爱缪斯的大学生，
因为生命中流淌着对诗歌的钟
爱，会聚一起，像鸟儿一样歌唱，
追求着对青春的倾诉和对变革
时代的感知。行吟一往情深，这
一吟就是三十载，诗歌成为生命
中的一部分，也成为彼此有关联
的记忆纽带。于是，三十年后，
火鸟诗社有了这本共同记忆的
结晶——《鸟哺诗——火鸟诗
社 30 周年诗选》，记录的都是这
些坚强的鸟儿的青春芳华和芳
华过后。

火鸟诗社诞生在中华文明
的发源地之一宝鸡，这里是人文
始祖炎帝的故里。炎帝也是点燃
华夏民族之火的人，撒下了中华
农耕文明的火种。宝鸡也是诞生
过中国大时代——周与秦的发
祥地，“周礼”和“秦制”，都对中
华文明的进程起到了奠基作用。
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宝鸡的
精神图腾，是凤凰和锦鸡，在古
代都属于鸟儿，或翱翔蓝天，或
金鸡独立，都与这个神奇的城市
精神文脉连在一起。火鸟诗社的
取名，大概也寓意在此，既有凤
凰涅槃的勇气，也有金鸡接地气
的精神。

火鸟诗社成立的时代，正是
宝鸡作为诗城最火热的时代，可
谓赶上了好时候。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中国诗歌版图十分广阔，在
中国西部有三个重镇，四川的成
都、新疆的石河子和陕西的宝鸡。
前两个城市分别有诗歌刊物 《星
星诗刊》 和 《绿风诗刊》，因此聚
集了大量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
被誉为“诗城”。唯一没有诗歌刊
物而又被誉为“诗城”的就是宝
鸡，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我是
1985 年从陕西师大中文系毕业
分配到宝鸡师范学院（今宝鸡文
理学院）任教的，当时给我最深
刻的记忆是一年一度在宝鸡工
人文化宫举办的“金秋诗会”。每
年举办诗会，全国各地著名的诗
人都会云集于此，上台朗诵自己

的佳作，台下座无虚席，热烈的程
度绝不亚于今天的明星演唱会。
那时，诗人是绝对的主角，比明星
还荣耀，走到哪里就火到哪里！
宝鸡诗歌的活跃，还在于诞生了
一大批当时活跃在中国诗坛的
诗人，渭水、商子秦、秦巴子就是
代表。当时我主要写诗评，撰写的 

《诗歌的涌动与徘徊》 《陕西文坛
西路军》 等文章，曾成为推动宝
鸡诗歌创作的理论号角。

那时候正是宝鸡诗歌的光
荣岁月，以火鸟诗社为代表的宝
鸡师范学院的一批大学生，用诗
歌交汇成为宝鸡诗城的华丽乐
章，应该说，没有诗城的火热土
壤，校园里的鸟儿也不会如此迅
速地成长飞翔。而连接宝鸡校
园诗人与山城诗人的桥梁，是
宝鸡师范学院一年一度的“中
秋诗会”，主办单位是校团委还
是学生会，我记不起来了。只记
得当年有在校学生会当干部的
冯力军，如今已经是宝鸡师范学
院毕业的副部级干部了。第一届

“中秋诗会”好像是我主持的，
当时邀请了渭水、商子秦等一大
批知名诗人到场，学生朗诵的水
平很高，感染力强，所以，诗会
效果反响很好，后来成为延续多
年的学校名牌活动……

火鸟诗社成立的时期，也
是校园诗人与社会诗人交流最
活跃的时期。火鸟诗社的不少骨
干成员，我印象中的有宁远喜、
张弓惊、陈定涛、屈金花、雷萍
等，都在那个时候成为校园比较
活跃的诗人，开始了他们的文学
起飞之路。至今我脑海里浮现最
多的是，校园诗人并非中文系的
专利，像弓惊是学外语的、远喜
是学数学的，还有政教系的也不
少，写诗和文学更多的是发自内
心的热爱。当然，能写一手好文
章，那个时代在日后工作中也是

会加分的。
“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

以歌。”火鸟的青春芳华和诗歌
情怀，仍延续到这些鸟儿的未
来人生，成为他们打拼世界的精
神支撑。在离开校园之后，火鸟
的人生乐园开始沦陷，随着主力

“鸟友”的离校，也随着诗歌光
荣时代的消失，最终火鸟诗社也
在校园终结。而三十年后，已经
在各自人生搏击、各自为家庭事
业风雨兼程、即将成为老鸟的他
们，恍然发现，那些曾经低吟浅
唱的青春诗歌，却成为这些年奋
斗岁月中最难忘的心灵纽带，把
已经步入中年的彼此再次连接
了起来。三十年，有拼搏、有奋
斗，有苦难、有辛酸，也颇有收
获、颇有成就，总之各自安好。
临近知天命之年，看尽了人生繁
华，感知世事无常，生命涌泉里
又流淌出诗与歌来。

除 了 爱 情、友 情、亲 情，我
认为故乡是《鸟哺诗》中最感人
的篇章。精神的原点源自校园，
情感的源泉则来自故乡，因此
怀恋故土的乡愁，不断冲击着人
心。火鸟是燃烧的鸟儿，不少都
离乡别土，走向远方打拼。“我的
家，就是我的异乡 / 这些年，我
的房子越来越大 / 可始终没有
立锥之地 / 我不断搬家 / 可终
究不曾从异乡撤离。”“也许注
定要流浪终身 / 母亲就给了我
一副坚实的脚板 / 也许注定好
梦难圆 / 你就过早地青楼肠断
/ 也许注定长夜漫漫 / 我就加
倍思念故乡的炊烟。”每逢佳节
倍思亲，尤其父辈一代的离去，
使他们感知人生的苍茫，乡土已
离自己遥远，而自己所生活的异
乡却成为自己一辈子的所在，只
把他乡当故乡，这是这一代人共
同的精神失落，也是今天最真实
的现实存在。“多么美好如故乡

的异乡 / 愿你的身体变得宽阔
/ 用严寒抵御 / 用坚硬撞击坚硬
/ 用爱接纳被爱 / 愿你的眼里时
常含着泪 / 而内心深沉安宁。”

《 鸟 哺 诗 》的“ 哺 ”用 得 很
好，鸟儿是鸟也好，是鸡也罢，
是凤凰更佳，鸟儿不仅进食养活
自己，更记得回哺社会，这是当
今最值得弘扬的中华传统精神。
感恩是西方的词，回哺是中国
人的精神，我们中国人就是吃水
不忘挖井人，感念天地、感怀祖
先，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不论走到哪里，都把回哺故乡、
故土、故园放到心灵的最深处，
这就是中国人的情怀，也是《鸟
哺诗》的人文精神价值，我为回
哺深深地点赞！

（阎建滨：文化学者、节庆

专家、文化旅游策划人，现任陕

西节庆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陕西文化产业创业

联盟会长，西安文史馆研究员，

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

心副主任。）

三十年，如果没有诗歌，如
果没有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我
们今天就无从谈及《鸟哺诗》的
出版，也无从谈及我们曾经建
立起来，并且一直延续着的这一
段特殊的深情厚谊。诗歌这根长
藤，连接起我们的精神生命，她
让我们越来越互相关心，并且热
爱这个世界。

岁 月 更 迭，步 入 中 年 的 我
们，大家都已四散各处忙忙碌
碌，如果没有诗歌，那段遥远的
故事只能越来越模糊，直到被忘
却；可是今天，因为一本诗集的
出版，那些已经逝去的青春，又
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们眼前
回放。她不仅代表着我们大学时
光的芳华，更是我们曾经共同拥
有的精神世界。这是我们人生共
同的礼物，让我们突然发现：我
们的光荣和梦想，原来是一直被
诗歌保存与呵护着的。

三十年不短，诗歌，一直是
我们深刻人生与文化的延续，承

载着我们自青春开始萌芽，到现
在百折不挠、顽强生长的使命。

不是任何艺术都会像诗歌
一样，具有情感的融合性和文化
的持续性。我们的精神世界被诗
歌赋予，任何形式都无法替代；
就像当年我们所拥有的青春热
血，如果没有一篇篇诗歌的承
载，一定不会被我们这样清晰地
记忆。

三十年前，一群热爱诗歌、
热爱文学的青年，从四面八方考
入宝鸡师范学院（今宝鸡文理学
院），并组建了“火鸟诗社”。这是
当时大学校园里，最具活力、最有
影响力的学生社团。诗社在诗歌
创作、发行诗刊、组织社团活动等
方面在校内外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受到学校和社会广泛好评。

诗社以自办的《火鸟》诗刊
为创作阵地，成员由最初的 17
人发展到 100 多人。1995 年随
着诗社骨干的陆续毕业离校，校
园活动的多样化，诗社成员不断

减少，诗社逐渐自行解散。
“火鸟诗社”是一个人才辈

出、影响较大的学生社团。诗社
成员毕业离校后，无论从事何种
工作，诗歌都是他们心中永远的
梦想。他们在校时努力创作互相
切磋，以诗言志、以诗抒情，创
作了一批优秀作品，先后发表于

《延河》 《希望》 《中国大学生》
《诗刊》等著名刊物，有的还出版
了个人诗集。很多人工作之后也
坚持创作，成就斐然。

三十年过去，重新翻阅那一
份份《火鸟》诗刊，油墨的香味也
许已经散去，但是我们留在上面
的青春的温度还在。我们汪洋恣
肆的青春，就是靠着她一直延续
到今天。当人们都在谈论“不忘
初心”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早已
融入“火鸟诗社”里的初心，三十
年中从未离开！

作 为“ 火 鸟 诗 社 ”一 分 子，
在三十年到来之际，由我负责主
编“火鸟诗社三十年”诗歌集《鸟

哺诗》，这是我们所有“火鸟人”
对于过去的一种精神层面的拥
抱，是我们“火鸟诗社”重拾那一
段美好的记忆。这一次倍感亲切
的对于青春的“回访”，让整个整
理、编辑的过程，在我们的微信
群“鸟窝”里，充满了快乐洋溢的
气氛。

缘 于 诗 歌 的 激 励，缘 于 梦
想的追逐，火鸟诗社成员中的很
多人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我知
道，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不管
最终从事什么工作，当年那段诗
情洋溢的岁月，都给予我们今天
丰富的营养。

有 诗 歌，就 有 梦 想，就 有
远方。

（宁远喜：诗人、银行家、企

业家，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

长，广东省工商联（总商会）副

会长，宝鸡文理学院火鸟诗社

社长。）

我们拥有的时光和诗歌精神
—— 《鸟哺诗——火鸟诗社 30 周年诗选》后记

宁远喜

火鸟的芳华
——序 《鸟哺诗——火鸟诗社 30 周年诗选》

阎建滨

文学志
在梅州举行的《鸟哺诗》诗集首发式现场

任怀强诗文分享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