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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是最美好的事
——访我市“草根”诗人若水  

本报记者 王卉

向蜗牛借一个壳，
装下童年所有的不快乐 ；
 
向海螺借一个壳，
装下童年所有的快乐。
 
快乐总比不快乐多，
所以，装快乐时，
要借一个大大的壳。
 
然后吹响——
装了快乐的海螺，
让它四处传递
童年的歌。

          

我们的节日
■ 南嘉萱
 
今日的气球，
扎得非常紧，
不让一丝快乐飞走 ；
 
今日的阳光，
笑得非常灿烂，
不让一滴雨水落下 ；
 
今日的我们，
心情格外好，
欢声笑语飘荡在每个角落……
 
你清楚，他清楚，
大家都清楚——
歌舞、故事、集会……
都表达着我们的幸福！

 

秘密
■ 曹皓凯
 
我有一些秘密，
家人们都不知道。
 
我发现，
太阳没腿，却跑得快。
我发现，
天空一直在变脸 ：
早上是蓝色的，
傍晚是红色的，
雨后是彩色的……

这些秘密，
我要一个一个去研究。

 

彩色的梦
■ 胡思博
 
梦中，
我用手指，
在空中，
戳了一个洞。
有笑声从洞中传来，
那是一个充满快乐的声音洞。

梦中，
我又用手指，
在地上挖了一个洞。
有水流从洞中漫出，
那是一个映满孩子笑脸的快乐洞。
 

四季
■ 张轩嘉
           
四季是个大家庭——

春妈妈是个美丽的家长，
它只要一来，
小草就发芽了。

夏爸爸是一个严肃的家长，
它把大地烤得
像一个火炉。

秋姐姐是个善良的孩子，
只要它一来，
果实又多又好。

冬弟弟是个高冷的孩子，
它只要一来，
大地就穿上了
雪白的棉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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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壳
■ 佘尚达

西秦 诗 苑

石缝里的春天
◎ 杨焕亭

大西北春天的脚步总是迟钝
而又蹒跚的，常常要到惊蛰以后半
个多月，才能从垂柳枝头露出星
星点点的鹅黄，淡淡地飘在水湄崖
岸，被阳光照着，娇弱得只能用目
光远远地、小心地抚摸，生怕走得
太近、出手太重，伤害了那薄薄的
嫩黄。

于是，立春之后的一段日子，
便是悬悬而望的期待，是焦急的，
也充满了无奈，眼睛里总是涌动着
蓄积了一冬的热情。早晚路过楼前
草坪，都禁不住要瞭上两眼，似乎
心底的温暖，从眼睛里流出，就会
催醒那些藏在黄叶深处的根须，多
情地馈赠我一份绿莹莹的春意 ；或
者选一个周末，独自登上莽原，远
眺矗立在蓝天下的古陵，遐想风儿
会带给我暖春的快意。可我的痴情
总是被莽原灰黄而又浑厚的宁静
撕成一条一条的纷乱。禁不住问从
眼前流过的渭河水 ：是谁在黄色做
了主色调的日子里，最早地做了春
的信使？是谁，又在这料峭的春寒

中宣示了生命的倔强？
那夜，追着“雨水”的节气，一

场绵绵细雨伴着雪花撩碎了我的
梦。黎明醒来，那颗干涸的心就被
雨丝儿拉出千万缕的牵挂和欣喜
来。宛如揣着春心的女子，甚至顾
不得梳理蓬乱的头发，就匆匆地
追着晨练的脚步到湖畔去了。及
至出了门，发现雨停了，晨间的空
气中弥漫着嫩嫩的清新的冷，这

“嫩寒”的确是一种十分微妙的感
觉，只是轻轻地吻舔着脸颊，丝毫
没有往骨子里钻的尖刻。沿着台
阶，缓缓地下到亲水台，映在烟波
里的朝霞便从脚边铺展到渭桥下
面，被俏皮的野鸭划出一朵朵的
绚丽。哦！这真的是一种“无心插
柳”的寻觅，一种不经意间就被拥
抱了的春怀。

我的无法遏制的狂喜完全是
在转眼的一瞬间喷发的。我自己后
来是怎么也理不清，究竟是上苍
的呼唤，还是外物对心灵玄机的触
动，竟然在转身的那一刻，目光一
下子就锁定了从护坡石缝里长出
的绿色！不！准确地说，是它的绿
色诱惑在一瞬间俘获了我的灵魂，
让我醉在清晨的霞光中。

它紧紧地依附着狭窄到只有
一条线的泥土空间，于是，绿色便
被灰色的背景映衬出一息生生的
脆，大约四五片米粒大的叶子簇拥
在一起，上下左右拉成一条绿色
链，勾绘出水泥板方阵规范而又严
整的图案，让我油然想起情窦初开
的美女子脖颈上的翡翠项链。的
确，那颜色，并不像柳叶出颖时那
样黄亮水嫩，虽然细小，却是透着
经冬历霜后的几许深沉，几许成
熟。似乎它嫁给这个季节，本就是

相恋经年、相濡以沫的必然结果，
无须张灯结彩、紧锣密鼓的喧哗，
只在“北斗阑干南斗斜”的静夜，将
一腔情话诉与彼此的心知罢了！

但我的脚步却因为这绿而久
久地踯躅了。俯下身子，读那一份
坦荡和恬然，就聆听到生命抗争的
心律，只是那叶子因为太小，盛不
了太大的露珠，也就绝少晶莹和靓
丽，只在拂过叶面的指尖上，留下
微微的清凉和细微得只能凭神经
去感受的硬铮。然而，我的心却被
这质地弹奏得悠悠地颤。我知道，
当初砌筑渭河堤岸的护坡时，先使
用了从泾河滩上拉来的石头，一块
一块地箍砌起来，每一道缝隙中都
浇注了水泥浆 ；然后，再覆上一层
数十厘米厚的水泥坡面。坚固倒是
坚固了，好看倒是好看了，可唯独
少了一坡的绿色，那浅灰的风景就
不免单调了许多。多少个晨曦夕阳
中，我寻觅的脚步在柳荫下，在十
里长堤徘徊，在感叹它的固若金
汤，足以抵挡波涌澜卷、惊涛拍岸
之余，断定将不会再有一株小草出
现在裸露的石板。然而，这个早晨，
这极不起眼的小草却先于千花百
卉做了春的新嫁娘 ；翻开几片叶
子，隐隐约约地看见扭曲的根须，
从石缝间伸出来，支撑着倔强的身
姿，这简直就是一首讴歌生存的悲
壮的诗篇。

石缝里的春天，那穿越黑暗后
走向光明的绿色。我想，它必是一
次又一次在黑暗中的寻觅，有多少
次死亡，就伴随着多少次的新生。
也许，当它娇嫩的胚芽试图拱出坚
硬的石头时，就注定了与死神的遭
遇，注定了为阳光殉情散出的必是
动情的血花。也许，有的来不及看

一眼世界的精彩，就被残酷地扼杀
在黑暗中 ；然而，很快就有新的寻
梦者洒泪踏上征程。向往！该是一
种何等巨大的力量，它是你高擎在
心中的光焰灼灼的灯塔，照耀你穿
过日子的暗道，扑向春天的怀抱！

石缝里的春天，那用寂寞和
沉默浸泡的微笑。那一只飞过长
堤的青鸟一定不会知道，它衔在
口里的一粒草籽，不经意间掉落
石缝的那一瞬间，就酿就了这小
小籽粒的天涯孤守。没有谁去关
注，一个瘦小的身影潜入那狭小
的空间，在静默中等待春天的新
生。只有它，在孤寂的时光里写下
自尊的心语 ：这世界，我来了。生
命从来属于自己。自信，燃烧活着
的诗意。我十分感谢立春日那一
场细雨微风，馈赠小草一份报春
的复苏，于是，它最先醒了，醒在
寒冬远行的光阴里 ；它最先绿了，
绿成叶片上的春天，纤小而又温
暖，平实而又俏丽。

石缝里的春天，是万紫千红的
序曲，用不了几天，春天的交响会在
这古老的城市演绎出“阳春布德泽，
万物生光辉”的葳蕤，“留连戏蝶时
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妩媚……

我 于 是 就 十 分 感 谢 眼 前 的
小草！

那 诗 意 盎 然 的 石 缝 里 的 绿
哦！我心中永恒的诗！

 
（杨焕亭 ：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咸阳市作协原主席。出版有
文化散文集《海的梦幻》 《月影人
影》 《烛影墨影》 《山月照我》，长
篇小说《往事如歌》，长篇历史小
说《汉武大帝》 （全三册）、《武则
天》 （全三册）等。）

咸阳

平凡人的
       文学梦

童庆六一 
宝鸡实验小学童心诗社诗选

处世低调的若水在宝鸡诗

坛是独树一帜的。虽然很少有

人知道他的真名叫同拥军，也很

少有人知道他是中铁宝桥集团

有限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但提

起若水的名字，大家却很熟悉。

自 2007 年他的《那个人不是我》

在《诗选刊》发表，此后的十多年

来，他在省内外文学期刊陆续发

表诗作二百多首，登上《诗刊》

《中国诗歌》《星星》《绿风》等“重

量级”诗刊如家常便饭，其中在

《诗歌月刊》一次发表 10 首的纪

录，让许多诗友羡慕不已！

以诗歌为友不离不弃
1968 年出生的若水，至今仍

忙碌在工厂一线，他的工作时间

从下午三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

三点，“昼伏夜出”的作息时间，

让他的交际圈变得相对“固定”，

周围的人很少知道他写诗的事

儿。写诗对若水来说，是一件个人

的“私事”。诗歌写作之于他不仅

是一种热爱，更是一种需要。诗歌

就像一位老友，与他不离不弃。他

在写诗时，总感觉对面坐着一个

知己，在静静地听他说话，因此若

水的诗中，常常有“我”，也同时

有“你”。

在 2003 年“触网”之后，若

水才真正开始写诗，那时正是互

联网上诗歌论坛的黄金年代，他

与文友们在网络上，一边昏天黑

地地写诗，一边认真半认真地讨

论、争执。“那时的诗是幼稚的，只

有因诗而来的争论是认真的。写

诗完全没有技巧和理论，只有无

穷无尽的热情与勇气。”若水回忆

说。当然，因诗而结下的友谊也是

认真的。若水至今出过两本诗集，

印数极少，都是前些年诗友帮忙

张罗拿到印刷厂给印的。有了诗

歌这条“红绳”牵着，若水还经常

能收到他们寄来的咖啡、酒与诗

歌选本。

以诗歌寄托美好梦想
“在一张纸上离散的人/ 必

将在另一张纸上重逢/ 在一张纸

的两面，相邻而居过的人/ 才是

真正的有缘人”，“我多想让我的

诗歌/ 再温暖一些/ 像太阳一样

/ 早晨在东边爱他们/ 黄昏在西

边爱他们”，他的《在纸上》《在苍

茫的暮色里》这样表露生活里的

诗情，他的诗句似闲闲写来却又

别具匠心，是无意为佳而自出佳

处，是自然随意之笔，也是神妙之

笔。诗友们都说若水的诗，有一种

诗意的清澈之美，有一种沉静的

内蕴之美，有一种自然闲适之美。

在若水接地气的“生活诗”

中，几乎不谈工作、不谈妻女、不

谈纪念。日常生活里，他不用太花

心思就能做得满桌好菜，除了看

书和追剧，写诗就是他“最美好的

事”，那是他寄托梦想的地方。他

在诗歌里写细小的寂静与落寞，

写爱的欣悦与辛苦，写生命的质

朴与本真，写生活中的小悲喜、小

情怀、小故事。一个冬天的黄昏，

若水送妻子去西安，当他独自经

过行人稀少的火车站站前广场，

脚边蹦蹦跳跳着几十只麻雀。他

的脑海瞬间浮现出一行行诗句，

“这多么像我，也像你/ 在空旷的

寒风里忙碌/ 都有一双忧伤安静

的眼睛”，这首《这些麻雀》的短诗

后来就发表在《星星》诗刊上。

每一期专业诗刊都是对当

代诗坛最新优秀作品的展示，它

是诗作者“争妍斗艳”的百花园，

能在其上发表作品是他们的最

高荣誉。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

若水，诗作频频登上专业诗刊，

不仅受到文友的刮目相看，他也

收获了特别的“众人瞩目”。难

得在外就餐的若水，偶然的一次

在小摊铺吃面，就被老板认了出

来。这位细嚼慢咽、吃相文雅的

客人显得与众不同，老板发现他

就是前几天报纸上报道过的诗

人。被人认出那一刻，若水谦虚

地道谢，然而心底的惊喜与感

动，却被他一直记在心底。

用诗歌对话精彩世界
在工厂流水线上，若水从事

着机加工的工作，这项工作对尺

寸要求很严，无形中也影响着若

水的敏感特质。看到的一段情景，

心里忽然涌上的一个念头，无意

间听到的一句话，都会触动他写

成一首诗。这位“一触即发”的诗

作者，平时写一首诗仅用 20 分钟

左右，而他上下班时，仅单程就需

要坐一个小时的通勤车，所以，这

段时间足够来完成一首作品。若

水的诗较少修改，常是一气呵成。

如果需要修改，也只是做减法，

去掉初稿中那些可有可无的“枝

蔓”，让整首诗显得清爽。

诗歌是若水与精彩世界对话

的一个窗口。他喜欢在诗中，把话

说得明白一些，但这种明白并非

直白，“要斜斜地说”。若水认为，

指望一首诗说出全部真理，这要

求太高，但至少要说出内心所想，

而且要吸引读者读一遍、再读一

遍。所以，新鲜与耐读才是诗歌

的生命。他的诗陆续被收入《诗

刊·中国新诗年选（2016）》《中国

诗歌·2019 年网络诗选》《中国

年度好诗三百首》等年度精选作

品集。

“要让词语来选择你，而不

是你来选择词语，当然这需要长

期不懈的语感培养，多读、多写。”

直至今天，若水仍觉得自己真正

的诗歌写作尚未开始，“这意味着

我以后的诗歌写作会有无限种可

能，可能比现在好，也可能还不如

现在，但许多种未知，便意味着许

多种希望。”他在诗中表达着这种

“希望”——让我接受并深爱这平

庸的生活/ 一生一世/ 让大地永

远安宁，河流一直安澜/ 我爱的

人们每天早晨/都能用脚在床边，

够到各自的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