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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节拍

新 春
王和清

金牛扬蹄踏耕去，
玉虎跃身出山来。
丑岁已除寅年至，
蜡梅伴随瑞雪开。
万亿黎民庆佳节，
千里神州奏天籁。
又是一个百年梦，
韶华路上虎生威。

温 暖
杨庆文

一丝月光
穿越厚厚的云层
跌落在思绪里

翻开记忆
在这江南
雪并不常见的地方
更多的是湿冷

阳光出来的时刻
阳台上印出七彩斑斓
温暖
从希望中生出

正月的离别
胡巨勇

眺望 在凝视的空间
结成句子
如愈加浓郁的恋情
在时间车轮韵律的远处声中
不由自主地 沉重

齐全的行李已打点好
连同亲人的叮咛和祝福
已一并放进
重重的背包
骤然袭击内心的异样感伤
却化作笑语
在亲人耳畔脆脆地响

临风而立 挥挥手
步步走出乡情
离家的脚步踩痛心事
远行的游子 忙循
牧笛灼热的呼唤
用依恋的目光
给黄昏中的故乡
作最后一次 抚摸

与雪共舞
罗 裳

穿越唐诗宋词
点染秦砖汉瓦
雪花，纵情欢唱
迎来五湖四海的宾朋

扇动古老翅膀
舞出盛世气象
雪花，吐露芬芳
铺开银装素裹的赛场

雪花飘逸，挥洒洁白的音符
唤醒冬梦，萌发春芽
雪花闪耀，高举灿烂的勋章
照亮梦想，跨越巅峰

踏着冰雪的旋律
青春在拼搏中气势如虹
跟随春风的节拍
热血在胸膛里激荡似潮

激情与速度
奏出生命动人的交响
友谊与荣光
铸就冬奥盛会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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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话 潘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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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与绘画艺术有许多想通之处。
许梦熊信手“拿来”，垒成诗行，与其说是赞同
吴先生“笔墨只是创作工具”的观点，毋宁说
是一种无奈，甚至是我手写我心的自嘲。

许梦熊，真名许中华，浙江台州人。15年
前，我在磐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任上，曾
牵头组织金华市“‘80后新锐写手’论剑百丈
潭”活动，许梦熊剑气纵横，健笔凌云，以长诗

《丰饶之角》斩获冠军。那时，我只知道许中华
是浙江师范大学应用心理系学生，笔名“七
夜”。没想到，他大学毕业后留在了金华，且以
诗谋生，“不断地变更住址”，是我所知的为数
不多的自由撰稿人之一。

3 个月前，我难得在某“中”字头的大报
副刊发一篇千字文，收到的稿酬却不足百元。
手拿这轻飘飘的汇单，我不敢说“如今的文字
不值钱”，却足以让我扪心自问：倘若我是自
由撰稿人，有许梦熊这样的心境与沉迷吗？

许梦熊对诗歌并非一见钟情，但一旦爱
了，就爱得死去活来。他的诗，犹如其人，皆为
呕心之作，流淌着真情率性，以及一种浪漫无
羁的气质。

“在金华这座洞天福地的城市，写诗是一
种诱惑。”这是许梦能的真实想法。“一位长辈
曾经奉劝我，别写诗，今天写诗的人实在太多
了，敲一敲回车键，分分行，便是诗。”这些以
诗歌为名的文字，“所能表明的一个倾向是汉
语在某种程度上的空洞”，“看上去像盖在猪
肉上的一个蓝色印章，质检合格，或者检疫合
格，它更接近于一块赘肉，一个零件，而不是
我们赖以生存的呼吸。”

这些年，“我很少跟家里通话，我和我的
父亲鲜少谈论眼下的生活到底怎样，我也很
少听我的母亲抱怨他们的日子比针尖还要刺
人，我总让他们把自己交给菩萨，这是最好的
办法，就跟我把自己交给诗歌一样，沉迷是活
下去的良方。”

读这样的文字，内心总有一种想哭的感
觉，既为诗歌也为我们的父母。不是吗？只要喜
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写作的浩瀚世界中找
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但谁也无法回避“开门七
件事”予人的难处，自由撰稿人尤其如此。

“我想过的无非是一种心灵宁静的生活，
对未来，我既不竭力规避什么，也不刻意追求
什么，阿帕勒斯画不出一匹马嘴角的泡沫，可
是随手扔向它的一块海绵却帮助他制造了非
凡的泡沫。”这就是诗人的挚爱，也是诗人的
偏执。

诗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近十年来，许
梦熊既是浙江诗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又
是诗歌赛场的一匹黑马，屡获国际、国内大
奖。其中，组诗《乌云之河》获首届北京文艺网
国际华文诗歌奖；《记忆中的拱宸桥》获“运河
南端·水韵拱宸”全球主题诗歌大赛银奖；组
诗《山水的回音》获首届“浙东唐诗之路”全国
诗画大赛一等奖。

2021年6月，许梦熊就如何理解诗，以及
为何而写等问题，接受张杰（当代诗人，曾参
加第21届青春诗会，2021年与友人创办《罗
曼司重演》诗刊）的访谈。他说：一个诗人谈论
自己的诗是困难的，这就跟一个旱鸭子潜水
一样，他对水的恐惧使他看不到自己是打水
里来的。我之所以避免谈论自己，乃至自己的
诗，是因为我是一个诗歌的结巴，我的嘴上总
停留着“可是……”，促使我创作的那点动力，
大概就是现实的压力。

一
诗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分行。当下写诗如

赶集，哪儿热闹往哪儿挤，皆因写诗没门槛，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导致大量劣质诗歌充斥
网络和报刊，直至泛滥成灾。

有人甚至说，写诗太容易，所以人们看不
起诗；读诗太费劲，所以人们不读诗。

我虽然认同这一观点，但不会以这种眼
光看待青年诗人许梦熊。要不然，他也不会把
我当作他的忠实读者。

诗歌是许梦熊的生命。无论是早年出版
的《宴之敖者》，还是新近推出的《与王象之
书》（2021年6月，杭州出版社出版），抑或朋
友圈里信手拈来的长短句，许梦熊的诗作总
是给人以亲切细腻之感。他长于在生活现场
捕捉诗情，从时代变迁、历史人物和个体经验
中，开掘和淬炼诗意，所以其诗歌的“能见度”
很高。

诗思与时代共脉搏，是当下诗歌创作的
大道通途。许梦熊喜欢在物象（山水和星辰）、
世象（人群和社会）、心象（感情和感悟）三个
维度上觅诗，使得他的诗歌创作取材广泛、形
式多样、情思纷繁，好像无处不诗、无时不诗
——他用手机裁取画面，先凝神静思，后快乐
歌唱，每日一至二首。

“挺胸为鹊鸲，又名猪屎渣。虽然小不点，
国鸟孟加拉。呜呼高枝上，凝然如冻葩。幸亏
有羽翼，无须过检查。”

“一灯照破千山月，万户人家不等闲。枯
木逢春何须看，唯独樽酒亦神仙。”

“夜来樽酒不胜轻，转眼台州是仙庭。廿
年寄身江南道，漂泊无依仗诗行。越行越远越
逼仄，大道青天如闹铃。朝九晚五宜趋鹜，我
辈文章等于零。”

微信朋友圈是大染缸，也是写诗的好地
方。这3首写于2022年1月中旬的诗虽说无
题，却厘清了人情事理，约略可窥许梦熊的内
心世界。

圈里一文友与许梦熊相交甚深，见着“我
辈文章等于零”，甚是不解，弱弱地发问：“怎
么会？”许梦熊直言相告，这不是他的原创，而
是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的话题，曾引发20世
纪80年代书画界的一场大辩论。

三
奖项，有大有小；奖金，有高有低。但无不

都是“沉迷”的美果，多多益善。
在几年前的某个饭局上，许梦熊接听朋

友来电，闻说组诗《山居岁月》获得首届莫干
山国际诗歌节游子主题诗歌大赛银奖，兴奋
之情溢于言表，脱口而出：“好啊，又来钱了！”

受此感染，我忽然想起他的“现实的压
力”，不由得端起酒杯，发自内心地向他表示
祝贺。

一个诗人，从生活中有所发现和触动，到
开掘主题、选择形象、锤炼语言，不知要花费
多少心血。而开掘和深化主题，是尤需用功
的。许梦熊倘若羞于谈钱，对获奖之事轻描淡
写，反而就不是许梦熊了。

记得有人曾问足球大王贝利：这一生中
哪个球踢得最好？贝利回答说：下一个。许梦
熊还得生活，甚至想生活得更滋润，就得像贝
利一样继续锚定下一个目标，集中精力创作

《与王象之书》——以现代诗的名义，完成对
古人的一次对话与致敬。

王象之是南宋地理学家。从酝酿编撰直至
完稿，他大约花费了30年时间，以一己之力著
成《舆地纪胜》凡200卷，可谓倾注半生心血。

然而，其生平事迹《宋史》不载，省志不
清，就连家乡金华以及出生地磐安的历史文
献里，也语焉不详。许梦熊如何突破这种客观
或人为的局限？

以说明文形式，显然流于形式；以宣传式
的口号，又过于直白空洞。许梦熊静下心来，
循着蛛丝马迹，在故纸堆里一一搜寻。看了
大量南宋有关的文献以及近人的研究后，王
象之的面貌在迷雾中渐渐浮现，尽管依旧不
甚清晰，却有助于想象力的纵情发挥，并能
让许梦熊绕过烦琐的叙事的陷阱，在更高意
义上施展手脚——

在凌乱、破碎、全是叹息的各种线索中
拼凑你的事迹，这是历史的曲折
它让偏离中心的人没有一张完好无损

的肖像
不过，许梦熊擅于组诗、长诗，但要以诗

歌之名，对话800年前的地理学家，无疑是一
种高难度的挑战，充满奇妙的诱惑与刺激。

原浙江省作协诗歌创委会主任柯平是许
梦熊的授业恩师。他在序言中说：隔空对话

“不仅需要技艺，还需要对历史本质与文人精
神人格的洞察。但作者拥有的才华和学养使
他足以胜任，从笔底汩汩流淌出来的那些诗
句，尽管如同花光照眼，让人惊艳，实际上驾
重若轻，包含着作者对诸如生与死，出仕与退
隐，历史与现实等问题的理解。”（《在精神世
界我们有相同的住址》）

无须讳言，每一种写作风格都有其存在
理由，亦无所谓品位价值的高低，而只有情感
的饱和度、诗性的辨识度和技巧的熟练度之
分。《诗经》、唐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彰
显了时代，而非隐匿时代，陷入背景空无的

“理念写作”或玩文字游戏的“零度写作”。在
《与王象之书》中，许梦熊站在时间的一个节
点上眺望另一个节点，真实记录个人的观察、
体会和感悟，让读者一眼看见800年前的另
一种“真实”，可谓首开诗歌界的“先河”。

诗，一旦离开生活的土壤，必然出现严重
的“虚脱”现象。诚如磐安县文联主席吴警兵
所说：“这部长诗在叙述方式上，是叙事与抒
情巧妙结合。磐安的历史人物与风土人情，有
机地融合进诗里，读起来毫不生硬。表现手法
上，并非宏大空洞的叙述，而是艺术性和时代
性的严丝合缝。”

“琢磨诗歌，就是雕琢自己的灵魂。”（田
间语）许梦熊的诗是时代的、向阳的，也是可
歌唱的。他发出的声音，相信读者一听就懂，
而且透着温暖、善意，令人亲近。

“什么是精神传承，什么是吾辈情钟，什
么是文化血液里的秘密关系，一切当尽在不
言中。”在很多场合，细细聆听柯平老师的教
诲，许梦熊往往“笑而不答”，但万笑不离其
宗：我手写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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