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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人的
       文学梦

他只有初中文化，

在饭店端过盘子，在工

地做过小工，现在，他是

修建铁路的一名瓦工。

纵然生活百般艰辛，但

却没能阻止他走向文学

殿堂的步伐！七年来他

白天上工，夜间在工友

的鼾声中写下上千首诗

歌。这些饱蘸血汗的诗

句，真实反映出农民工

的生活和生存现状——

他叫尖草，以野草般的

顽强，用火热的胸膛、激

情的笔墨，行走在原野，

释放着生命向上生长的

力量，道出务农和打工

生活中鲜活的别离、不

舍和爱。“他每一锨下去

/ 就有一块泥土/ 从梦

境里被撬开/ 当然有许

多草根也会在阳光下/

悲伤地死/ 就像石头从

来就没有歌声……”近

日，他的这首诗作《翻地

的人》荣登《诗刊》社主

办的中国诗歌网《每日

好诗》栏目！

用诗为工友而歌

尖草名叫贾虎虎，

今年 44 岁的他出生在陇县一个贫困农家。

因家中兄妹多，初中毕业后，尖草就不得不

辍学在家务农。后来，为了生活，他背着行囊

迈上打工路。艰苦的生活，让他从骨子里对

农民、对土地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

2013 年，尖草在大同修筑同浦铁路复线

时，一名四川的女工友给留守在家的女儿打

电话，嘴里说着思念，脸上却挂满泪花，那一

幕深深触动了他。他想起家中的父母、女儿。

晚上，他辗转反侧，心里琢磨应该写些东西，

将内心的情感抒发出来。尖草平日就喜欢读

书，他最喜欢泰戈尔的诗歌，这个夜晚，终于

让埋藏在尖草心底的文学梦开始萌芽——

他要用自己流淌在心间的文字，记录下这份

思念 ；他要用诗歌，记录下这些可爱的工友

的艰辛、乐观和豁达。

尖草的诗歌，多是打工时期下工后，利

用晚上休息时完成的。通常一个屋子里，十

几个工友在一张大通铺上睡觉，白天上工很

辛苦，但睡前大家都会很兴奋地聊一会，而

尖草要等到晚上十一点后工友们鼾声响起，

才开始静下心来写作。第二天凌晨五点半，

他仍要和大家一起吃饭、上工。

2014 年，尖草的一首小诗在《北京诗

人》上刊登，这让他很是兴奋，也大大激发了

他的创作热情。一闲下来，他便一股脑儿钻

进文学的国度，写作几乎成了他打工间隙最

大的乐趣。有时，他晚上睡不着，反复斟酌诗

句，一有灵感就立刻起身记录下来。就这样，

多年来，他凭着热爱、执着，创作出真切反映

农民工生活及其内心世界的诗歌千余首，其

中包括 2018 年在第四届陕西省农民工诗歌

朗诵会宝鸡分会场荣获一等奖的《我们是高

架桥的建设者》一诗。

野草也有春天 

火热的生活激励着他，对诗歌的执着让

他笔耕不辍。尖草坦言，自己文化底子薄，但

农民工生活给予了他无限的创作源泉，繁重

的苦力给他写作不断供给“营养”，因为勤劳

而朴实的农民工及其打工生活本身就是一种

最感人的“诗”。“苦难，让我坚强，让我感受到

了生活的美好和可爱，让我学会了珍惜，也让

我的笔，更接近生活。”艰辛的打工生活，使尖

草写出了农民工真正的迷茫和焦虑，写出了

工友们生生不舍的别离和爱。字里行间充满

着泥土的味道，充满着生命的挣扎与拼搏。

2015 年，在由陕西省图书馆举办的“你

好诗人”原创诗歌大赛中，尖草的作品《深

度》喜获三等奖 ；2018 年，他的诗作《工地

之上》荣获第四届宝鸡文学网年度文学奖。

随着一次次获奖，尖草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作品被《延河·诗歌特刊》《秦岭文学》《宝鸡

日报》《西北文学》《陕北诗报》《阵地诗报》

《陕西诗歌》《中国民间诗歌选本》《关雎爱情

诗》等报刊发表，也在各级微信公众平台刊

登，他还成了江山文学网的签约诗人。是诗

歌，开始圆他的作家梦了。  

每年 2月份天气转暖时，尖草都会背起

行囊、拿着工具，踏上打工之路。今年受疫情影

响，现在他还在自家地里翻土。他告诉笔者，

等疫情结束，他会赶回工地继续打工。让他感

到最快乐的事就是通过自己的创作，让更多

的人了解农民工的生活、走进农民工的内心

世界，唤起更多人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关心。

“母亲没文化，认为写作是不务正业，但我会

继续写下去，打工写诗，两不误！”尖草说。

书房的落地窗面临黄海，看书
倦怠时，我就在躺椅上眺望海天。
夜静关灯，月亮更皎洁地呈现于眼
前。汉字神奇，因为“望”字的右上
角是个“月”字，静静地看着月亮的
推移、演变，我忽然联想到生活里

“希望”和“欲望”这两个连贯着的
词语。

瑞雪纷飞时，枯秃的树枝，土

地里的种子，水底下的鱼虾，都怀
有萌动、出生、成长的强烈愿望。愿
望即希望，与春天有机地结合为一
体。于是，这希望的力量正像初一
到十五的月亮那样，一天比一天皎
洁，不断地充实着人或事物本身的
不满与缺陷。鲁迅认为“不满是向
上的车轮”，富兰克林认为“希望是
生命的源泉”，也就是说，人生前行
与成长的希望与青春连襟、同驻。
当今的希望工程，也是针对着青春
时代的年轻人的。

希望与欲望，一前一后摽在一
起，两者质地却迥异。前者与理想、
信念相通，属于蒸蒸日上的精神素
质。而后者呢？所尊奉、所追求的，
往往是具体的实惠、利益。

上弦月如果是希望的开端与
发轫，那么，在蒸蒸日上、渐趋圆
满的进程中，这希望于无形中也
就渐渐地变成为欲望。从希望到
欲望，二者在生命途程中互相转
化的界限，几近于抽刀断水，微妙
难分。希望只说是变成为欲望，人

生仿佛也就骑上了很难驾驭的脱
缰野马 ：经商者，总盼着赚个盆
满钵满 ；爱河里的弄潮儿，花好
月圆之后，仍感到饥渴 ；仕途上
的热衷者，攀高的台阶，很难有止
境……此时的欲望已成为难填的
欲壑，与初始的“希望”，没有了任
何瓜葛。

在希望向欲望悄然转化的途
中，“圆满”二字，最值得警惕。月亮
的圆满期是很短暂的。月满则亏，
圆满期一过，月亮当即清辉减褪，
渐渐开始下沉。“月过十五光明少，
人到中年万事休”。我们再俯下身
看看广漠辽阔、熙熙攘攘的尘世间
吧，何时、何处、何种程度，才算是
个圆满之境呢？人类欲望的史册
上，古往今来，有谁找到过天际皎
月那样的“圆满”境界呢？莫说我
等普通人，就连施耐庵、罗贯中、曹
雪芹之类的文学巨匠，横竖也是找
不到的。

希望属于人之本能，当然也是
社会前进的动力，其可贵之处是勇

气和力量之源泉，促使人们不断地
成长、向上 ；而欲望呢？一旦失控，
则与迷误连襟，直与施虐的毒蛇无
异，纠缠、咬噬着人的灵魂，只能教
人下沉、堕落——贪官污吏之难于
根绝，就是明证。

月有升沉，这是宇宙的自然规
律。即将沉没的月亮，正像人生进
入暮年那样，希望、欲望经历了风
风雨雨，烟消云散。此时，生命似乎
也就进入了“月落乌啼霜满天”的
境界，应该是听到另一个世界的钟
声了。想想看吧，“望”字的左上方
是个“亡”字，亡与灭同义，仓颉造
字时，对于整个人生，早早就安排
了悄静无声的一个暗示。

书斋望月者，收获其实简单、
明了 ：希望，属于初升之月——珍
贵、难得 ；欲望，处之于生命之中
流——不好控抑，最难把握 ；至于
在希望、欲望之间时或出没的失
望，则如掠月之云絮——从尘世远
眺，倒有些“云破月来花弄影”的意
思了。

腹有诗书气自华
◎ 成宗田

书 是 我 们 的 时 代 生 活。书
是 人 类 进 步 的 阶 梯。要 把 天 天
读书放在与一日三餐同等重要
的地位。

好读书，读好书，勤读书，是
一个人最为称道的优点。北宋的
大文豪苏轼诗云 ：“腹有诗书气
自华。”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到陕西延
川梁家河当知青，那时他只有 15
岁，除了简单的行李外，带了两箱
子书。从此，他一面进行着他的
农民化实践，一面在书中汲取着
精神、思想上的营养。他说 ：“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
代人自小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上山下乡的时候，我 15 岁。我当
时想，齐家、治国、平天下还轮不
到我们去做，我们现在只能做一
件事，就是读书、修身。”在梁家
河人的印象里他经常看砖头一样
厚的书，吃饭时在看，上山放羊时
也在看，晚上在煤油灯下常常看
到深夜，第二天早晨，吐出的痰都
是黑的。他读的范围很广，古今中
外的文学名著、历史、哲学方面的
重要著作，能找来、借来的，他都
认真阅读，广泛涉猎。他听说来自
北京五十七中学的一位知青有一
本《浮士德》，竟跑了 30 里路借来
读。这是德国诗人歌德从 1768 年
到 1832 年，前后共用 64 年时间
才完成的巨著，是一部长达 12111
行的诗剧。和但丁的《神曲》《荷
马史诗》一样，是很难读的，中文
系的学生读的也很少。习近平不
但读了，而且读得非常认真。直到
2014 年 3 月 28 日，他访问德国，
应邀在柏林做讲演，在阐述中国
和平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外交
政策时，用《浮士德》中的人物墨
菲斯托，来回击西方社会的“中国
威胁论”。而且是脱口而出，信手

拈来，真是太精彩了！
2013 年 3 月，习 近 平 在 接

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
说 ：“我爱好很多，最大的爱好
是读书。”

他又说 ：“读书已成为我的
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他在青少年时期，在那
么艰难的岁月，如饥似渴地读了
那么多书，打下了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坚实基础。人常说书
到用时方恨少，他达到了书到用
时脱口而出的境地！

也许有人会引用唐代诗人章
碣的诗“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
来不读书”来说明读书无用。确实
有一些不读书的人，能干出一番
惊天动地的大事，如刘邦和项羽。
秦始皇怕读书人造反，焚书坑儒。
然而不久刘邦、项羽就起兵先后
攻入咸阳，秦朝灭亡。但是刘邦后
来在读书人萧何、张良等人的帮
助下，打败项羽，建立汉朝。而项
羽不听读书人范增的计谋，放走
了刘邦，落了个乌江自刎的下场。
两千多年后，毛主席点评项羽说 ：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
王。”提醒我们要以西楚霸王项羽
为戒，将革命进行到底。

从古到今的贤达之人，都劝
人多读书。在新时代，在大力倡导
人们多读书的今天，我们更要认
识读书的重要性。读书多了，可以
使人获得一架望远镜，会看得很
远 ；还可以得到一台显微镜，会让
人把事物看得更清楚。这对自己
的事业、人生大有好处。

手机是要看的，书更要多读，
尤其疫情防控期间，宅在家里有
大把时间可以利用。做一个“书到
用时脱口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
人，何愁人的文化素质不高，何愁
社会的文明程度不高！ 关散大

月照书斋
◎ 杨闻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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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特殊的春天，我和女
儿“蜗居”了十余天，共同读完了

《白鹿原》《简·爱》《主角》等文学
名著，让“宅”时光更加有滋有味，
也让精神的世界更加充盈。

我和女儿一起读书是从女
儿上幼儿园的识字卡开始的。那
时她只对书上鲜明的色彩和唯
美的画面感兴趣，故事的朗读和
讲解则由我来完成。为了能让她
爱上读书，我便有意识地和她一
起接触《百家姓》《三字经》《唐
诗三百首》。我一句一句地读，她
一句一句地背诵 ；偶尔，我也会
不露声色“忘记”下一句，让女儿

“教”妈妈，这更加激发了她学习
的热情。《爱心树》《小红帽》《神
奇的校车》《大红狗》，还有《格林

童话》《寓言故事》等，这些都是
我们在四年幼儿园生活中读过
的绘本故事。女儿从这些绘本中
懂得了很多道理，学习了很多知
识。我会经常让她口头复述自己
读到的故事，锻炼孩子的理解能
力和表达能力。时间长了，女儿
从小故事中懂得了大道理，从阅
读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乐趣，
读书慢慢地成为一种习惯。

在女儿上小学后，我们读的
书也由花花绿绿的绘本升级到了
注音版，书架上有《木偶奇遇记》

《三毛流浪记》《父与子》《名人传
记》《一千零一夜》，还有经典的

《中华上下五千年》《伊索寓言》等
书籍，品种繁多。为了方便阅读，我
们的沙发背上、床头柜上、学习桌

上都摆满了书，伸手可得。我和爱
人约定每天晚上，都会抽出半个小
时或者一个小时来阅读，我们会一
起大声朗读，或者是分角色朗读，
女儿也自觉地加入，我们家成了真
正的“朗读者”。女儿上初中高中
后，我和她一有空闲时间，便各执
一本自己喜爱的书，在书中徜徉。
其间，我们多次交流讨论《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永远的普罗旺斯》

《平凡的世界》《我与地坛》等书中
的温情与信仰，我们一路阅读一路
欣赏。女儿在读书中蜕变得真诚善
良，懂得了感恩，也树立了自己的
理想与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
界观。

爱上阅读，也让我们母女的
写作能力不断增强，小学至高中

期间，女儿的作文始终被当作年
级的范文，《与爱同行》《花儿与
少年天真幸福地流浪》等作品，
获得全国青少年写作比赛大奖。
我也有多篇作品变成了铅字。不
知不觉间，女儿上了大学，开始在
外求学，但经常会告知我，最近她
看了哪些书，有哪些读后感。会读
书、读好书、好读书，成为我和她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
我们母女成为真正的良师益友。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的“宅”
生活很精彩 ：与女儿对坐，一杯清
茗，一本好书，任时间流逝，任阳
光洒落，我们看情满人间的暖心
故事，一起感动、一起流泪……阅
读让我们在内心波澜之后，却是
从容与恬淡。

借得春光好读书
◎ 菊蓉

一起读书观影吧
征文选登

投稿邮箱 ：bjrbwxzksw@163.com

杨闻宇：西安人，著名

军旅作家。1969 年毕业于

西北大学中文系。有百余篇

散文作品被各类文库、大

系、选本收录。其散文被誉

为中国当代雄性散文精品。

月光曲  王君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