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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心 雕 龙

诗歌照亮的人生
—— 访眉县农民工作家王居明

本报记者 段序培

如千千万万的打工者一样，王

居明从农村来到城市，从田间地头

走到建筑工地，每日风吹日晒，漂泊

在陌生的城市。打工生涯的冷与暖，

铸就了他百折不挠的坚强个性，也

铸就了一行行汗水与苦水交汇的诗

歌，汇聚在《哦，安哥拉》《沉沙集》

《颠倒的黄昏是早晨启蒙》三部诗集

里，也令他敲开了省作协、中国诗歌

学会的大门。

打工三十年 饱尝民工辛酸

上世纪 90 年代，高中毕业后的

王居明进入了建筑行业，在他看来，

建筑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要求多，

它对从业人员唯一的要求就是身强

体壮。王居明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地

干着搬砖头、和水泥等高强度的劳

动，但挣的钱却是那么微不足道。

后来在小学同学的帮助下，王居明

进入宝鸡制药厂当了一名临时装卸

工。相比于建筑工地，这份工作仍旧

是下苦力，从劳动强度和作息时间

上，也都宽松了一些，但他却看不到

转正的希望。于是他离开药厂，去了

听闻收入颇丰的广东，“出去时满心

期待，后来才发现，无休止地上班、

加班，收入仍很一般”。王居明打过

小工、干过装卸工，还做过钢筋工，

后来又学会了电焊，他把自己练成

“火眼金睛”。“有了这些体验，我就

想找个方式来倾诉。”王居明坦言，

在这期间，他写了不少诗歌，有些还

入选了诗歌选集，获全国性征文奖。

笔耕二十载 诗歌照亮人生

王居明写作的灵感，都源于真实

的生活。对他来说，生活比写作要重

要。放下笔时，生活的大山沉重地压

在他的肩上，他必须扛着这座山，像

蜗牛般慢慢朝前爬行。相比于悠闲

生活中诞生出的诗歌，他的诗歌让

人感受到生活的“不可承受之重”，

但在这种“重压”下，他用诗歌的灵

动和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向人们托

举着阳光照耀下扑面而来的温情。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居明得到

了去非洲安哥拉打工的机会。三年

的安哥拉劳务经历，是他人生的转

折点，更是里程碑。在这段日子里，

虽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却收入稳

定，唯一的不足是语言障碍，可这也

令他有了较多的时间来追忆、思考，

从他有记忆到出国前后，安哥拉的

所见所闻，以及同胞之间的热情和

友好，这些经历，他都通过笔来浅吟

低唱。

“太阳把我的汗水/ 洒在这干涸

的土地/ 安哥拉/ 勤劳的总是女人

的裙摆/ 从田地到家就是一个没有

灯光的舞台/ 那黑色皮肤的人们/

洒着友善和可亲/ 我的汗水在平平

静静地滴落/ 希望在平平静静地滋

长……”回国后的王居明，想念那些

跟他朝夕相处的安哥拉工友，他们

令异国的他感到温馨。那情那景，永

久地停留在他的记忆中，他触摸着

曾经的文字，仿若零距离地触摸着

那年那月，他产生了集结诗集的想

法，于是，《哦，安哥拉》《沉沙集》相

继问世，《哦，安哥拉》还曾获得雁翼

诗歌奖。出选集和获奖，并没有给他

的生活带来变化。但因为诗歌，他的

生活更充实，这不仅是因为热爱，更

是一种力量和信念。

苦思五春秋  锻造“启蒙”系列

王居明是自 1994 年间在宝鸡

制药厂打工期间开始写诗的，有着

二十多年诗龄的他，对诗歌有着自

己的理解，他认为，诗歌就是表达个

人的某种情绪的文学形式。创作诗

歌除需要天赋，还需要与大地接触

的呼吸感，经历过艰难生活的人才

能写出来。

五年前，王居明看到一些分行散

文化的语句充斥着网络，这种泥沙俱

下的热闹，令他感觉到只有诗的外在

形式而没有诗魂。不久前，被他冠以

“启蒙”精心打造的一个作品系列《颠

倒的黄昏是早晨启蒙》诗集出版，诗

集深度思考、严肃探寻了生命存在的

真相和价值。诗之所触，充满了对事

物及生存的同情和关注。“启蒙”系列

是一个大胆的实践和开拓，书写也有

别于当下网络和纸媒诗歌，是他在诗

歌语言上的一次自我突破和拓荒。

“北极星的明亮/ 是遥远的/

所以黑夜之中/ 就有了无限的向

往/ 以至于文字都能发出红色的

光……”如今的王居明凭着刻苦努

力拿到了一所大学工程管理专业的

文凭，还考取了监理工程师证，目前

在扶风县一处建筑工程担任安装监

理工程师的职务，但他与诗歌的“幸

福对话”，还在继续。

无言书籍指路灯
◎韩星海

当你走进图书馆里，可
曾为一排排书架上那琳琅
满目的书籍所惊叹！可一
个人穷其一生，能读完多少
书籍呢？苏轼曾说过 ：“书
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
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
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
次作一意求之。”他的话语
启发了我的思想。

前 些 年，我 有 幸 到 省
新华书店调研，协助编辑
书刊近百天，闲余之时总
爱去书店库房看。转了一
圈又一圈，不由得顺手翻
阅起了一本又一本五彩缤
纷的图书，心里不由得疑
惑起来，这堆积如山的书
籍，怎 么 才 会 变 成“ 畅 销
书”和“长销书”卖出去，让
读者可从中受益。

我不由思索起一本本
新出版还带有墨香之味书
刊的价值来。在目前图书市
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应该多
出精品图书。当书一经出版
发行，顾客走进书店或图
书馆，书店营业员应该热
情地把一个又一个“俊男
靓女”介绍给大家，顺其自
然地让他们“男大当婚，女
大出嫁”，从容地去面对
读者，使读者在汲取
营养智慧过程中，获
得 人 生 的 感
悟和启示，
来净化自
己 的 心
灵，有谁

会不珍惜这读书的好时光
呢！不朽的文章，就会产生
出催人奋进的力量，所以书
籍更显庄严与崇高。高尔基
说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要热爱书，它会使你
的生活轻松 ；它会友爱地
来帮助你了解纷繁复杂的
思想情感和事件 ；它会教
导你尊重别人和自己 ；它
以热爱世界、热爱人类的情
感来鼓舞智慧和心灵。”

读好书，读好文章，读
“正能量”的精神产品，是
促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发展进步最有效的途径之
一。哈里逊说 ：“我认为书
籍的诗意和情感方面是我
们日常生活中最必需的东
西。”从一本书的孕育写作
期，到书的编审与出版，再
到成品后进入市场让读者
来挑选，书是无言的，但她
却饱含着无比深沉的爱。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
已经成为学习者的精神向
导和指路明灯！海伦·凯
勒也说过 ：“一本新书像
一艘船，带领着我们从狭
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

限广阔的海洋。”但愿每
本书都能具有这样的

价值和作用！

时光中的文字
◎屈仲凡

送孩子上学后，信步
走进学校旁新开的书店。
明亮的书脊，在旋转楼梯
四周的射灯下闪着光。

书店内新装修的材料
味，被新开封的书墨香冲
淡 了。书 架 背 后，放 着 一
架钢琴，一个头发卷曲的
小伙子端坐琴前，手里流
淌着一曲《致爱丽丝》，慢
慢的、缓缓的，缠绵悱恻，
轻语绵绵。

顾 不 得 用 耳 朵 去 欣
赏，眼 睛 盯 在 一 架 书 上。
随手翻开一本，看到季羡
林 先 生 的 一 篇《 当 时 只
道 是 寻 常 》，细 细 碎 碎 的
生活小品，读来却齿颊留
香，仿 佛 能 从 字 里 行 间，
看出老先生宽厚却调皮的
表情！再翻翻，看到英国
作家戴维洛奇的《赖床的
男 人 》，这 也 是 个 调 皮 幽
默的作家，用文字扒拉生
活的本质，呈现在人们眼
前，像 从 人 类 的 皮 层 里，
要看到骨骼的真实。看着
这 些 在 时 光 中 沉 淀 的 文
字，忽 然，在 那 个 卷 发 小
伙子弹奏的《月亮代表我
的 心 》乐 曲 中，轻 轻 笑 出
了声……

马克·吐温、海明威、
莫泊桑……都被冠以黑色
幽默作家，这是什么样的
黑色和什么样的幽默呢？

马 克·吐 温 说 ：“ 必 要 的
时候不妨把衣服穿得马虎
一点，可是心灵必须保持
整洁才行。”

笑着，便觉得在刚才
的 刹 那，整 个 架 子 上 的
书，那 些 波 涛 一 样 的 文
字，都 朝 我 涌 来，把 我 涌
进文字的海洋，永久地驻
足在这书的殿堂里。那些
时光中的文字，陪伴时光
中的我，让思想和肉体徜
徉在这浩如烟海、传今颂
古的书中。让每一页书都
变成一阵波浪，让文字的
每一片浪花推着我、推着
我，携着时光中的文字去
远 航，朝 着 我 的 热 爱，劈
波斩浪地驶去。

我 想，“ 北 冥 有 鱼，其
名 为 鲲，鲲 之 大 ……”便
是这穿透了时空永恒之光
的文字的魅力吧。

平凡人的
       文学梦

知来路才能启新程
——《千山拾遗》序

◎吕向阳

埋头几十年苦苦耕耘，将本地过去
发生的事件用心记录下来，这真是一个
有心人。他是“义务史官”，从时间长河
中打捞出这么多珍珠贝壳，是想让人把
这些事刻在心里，也是提醒更多人“知
来路才能启新程”。

当今忆旧的人已经不多，人们玩着
手机沉浸在海量的信息中，仿佛过去发
生的事是另一个世界上的事。一些年轻
人不仅不知道祖上三代的先人，更不知
道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出过哪些先贤，
他们的脚没落在地上，身子轻飘飘如风
中的树叶。所以，我说杨江海的这本《千
山拾遗》，有着培根铸魂的醒世作用。千
阳人读了他的这本书，会知道他们的上
空原来有着密密麻麻、璀璨夺目的英雄
星座。

这本书分为《人物春秋》 《岁月留
痕》两部分。《人物春秋》卷有孔子 72 贤
之一的燕伋，作者着墨不多，却镌刻下
燕伋历时 17 载，三次不远万里赴鲁拜
师求学，回乡后思师心切，遂衣襟兜土，
筑起望鲁台。作者称赞他是“尊师重教
的楷模”“忠孝仁义的化身”“坚毅执着
的标杆”“敢为人先的勇士”……

读了千阳籍革命烈士严子夏的事
迹，他犹如千山上的松柏、千水畔迎寒
绽放的红梅，让人敬仰万分 ；同样令人
难以忘怀的，还有革命志士刘国璋荡气
回肠、视死如归的英雄事迹。在《人物春
秋》中，还记录了抗战老兵张五奎、千阳
第一任县委书记刘立波等先辈的不平
凡事迹。还有于右任在千阳避难、黄胄

在千阳中学任教的昔日遗痕，更有原省
委书记吕剑人来千阳推广机械化、原第
二轻工部部长徐运北考察千阳民间工
艺等真实情景，粗粗算下来有 20 多人，
杨江海走访了多少人写完了多少本子，
其艰辛可想而知。

《岁月留痕》则留下了千阳大地
上如江河裂帛、彩虹悬空一样的非烟
往事。如“千陇”两县历史上的“三合三
分”“民国时期的那些事”“千阳解放后
的一二三四”“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始
末”“家庭联产责任制在千阳实行”等，
都具有揭秘性、真实性。如“解读鲁家
村”一文，探析了燕家山周围村子为何
有鲁家村、望鲁村、望东村，是因为这里
诞生了一代先贤燕伋，才镀上了鲁字的
色彩 ：“村号鲁家因慕鲁，芳名四达永
无佗”，怀师恩深，筑台眺望。谓其台曰

“望鲁台”，名村号曰“望鲁村”。书中还
披露了好多鲜为人知的事 ：燕伋出生地
的燕家人知书好礼、男子刚强、女子贞
烈。清人吴宸梧等编著的《增补石门遗
事》曰 ：“燕氏，李簋珍妻。明末寇乱，夫
妻避贼崖洞间被执。氏有姿，贼掠以行。
氏不舍珍，贼遂杀珍。氏见夫死，恶言大
骂，以石击贼，抱子坠崖而亡。”这正是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千阳人民
品德的真实写照。千阳历史上有不畏权
贵执法如山的西汉丞相司直郭钦，有外
击边寇内斥奸佞以身殉国的唐代将领
段秀实，有亲民爱民刚直不阿的明代陕
西参政胡松，可谓人杰地灵、物华天宝。
记录下这些人，也是千阳精神的根与
魂、本与源。

掩卷遐思，星空满天。仰头北望，千
山如黛。杨江海的这本书，不是小说，不
是散文，似乎与文学沾不上边。但这本书
在今天看来，甚为珍贵。弘扬传统文化、
红色文化、革命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脚
下这片沃土，浸润着先哲及革命志士的
血迹，以至胸怀理想，矢志奋斗，传承薪
火，就需要这样的红色经典读本。杨江海

的这本书体现了难能可贵的“三性”：
一是“抢救性”。随着世事变迁，物

换星移，不少老一辈革命家及经见当年
大事的人纷纷谢世，不少珍贵资料及

“独一资源”也来不及整理，由此就被湮
没或消逝。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抢救性挖
掘及整理。这些看似口碑相传的事，如
果不能让当事人打开话匣子，就会以讹
传讹，直至失真。杨江海把别人娱乐的
时间用来整理红色历史，足见其担当和
责任，也足见其有着崇高的追求。

二是“补充性”。有人说，每个县有
县志就行。实际上，“正史”还需要补充，
一棵大树之所以茂盛，是因为它有泥土
下繁如密网的根根梢梢 ；一条大河之所
以壮阔，是因为有远处一根针似的溪流
在涌动，以回忆录写成的历史更富有多
彩性、趣味性、可读性。写史如何写得让
人爱看，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成功的尝
试，《星火燎原》也是成功的探索。记得
我上小学时，觅到几本《星火燎原》，读
来如临其境，如饥似渴。杨江海在不少
篇章中运用了散文笔法，所以写出的东
西有血有肉，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让人
难忘。

三是“故事性”。讲好宝鸡故事，就
要以平民视角，接地气沾泥土有烟火
味。杨江海的文章在讲故事方面有独到
之处。我们写新闻要学会讲故事，写小
说要学会讲故事，写历史也要学会讲故
事，打开了故事篓子，你的作品就会受
到欢迎。这本书，忠实于历史却不死板
乏味，让人读过文章后如余音绕梁、回
味无穷，这得益于作者以细节感染人，
用真情打动人，所以所写的每个人就刻
在了读者脑海，走进了读者心田。

吕向阳：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冰心散文奖、
丝路散文奖、报人散文奖获得者，著有

《神态度》 《老关中》 《陕西八大怪》等
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