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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诗人永恒的精神家园，出生
在河套腹地的赵春秀，吸吮着乡土文化
的精髓，凭借大量乡土诗歌构筑起自身
的诗歌版图，通过抒写家乡的山水人文
等意象，抒发着内心苍茫的触感与灵魂
的体悟。

一

赵春秀新诗集《被群山包围》，展现
浩远开阔图景、深邃真挚情感，饱含人
生洞见和个性化诗感，抒发对生活的独
特感受。如《大青山》中“那条无人在
意的小溪/也是我爱的部分 如果它愿
意/我 还 想 在 纸 上/—— 写 出 十 里 春
风”；《莫尼山》中“芨芨草退下记忆，莫
尼山/难以回还的光阴，平淡又真实与
今天一样”，素朴诗句深藏对故土的挚
爱褒赞。

“彻彻底底，做一个爱慕自己的人/
这样才配得上我年事已高/我是在自己
悲伤里长大的人，必然经得住/趔趄。//
秋天的雨只说了一个开始，而我却/把
自己引领到荒漠，没有冬青花的荒漠/
我把日月唤作我的母亲和兄妹，我的爱
人/是满天星辰//无数首，没有结尾的诗
不甘陨落/荒漠、石头里吐火的人//谁都
有勇气忍受，人间的疼。”（《人间的
疼》）此诗以“转视角”的方式，审视反
思人生经历，深度剖析自我，独与自然
宇宙同呼吸，接受人间一切考验和磨
砺，保存生命本真与灵魂纯粹，如镜子
般映照人生哲理，给出“做一个爱慕自
己的人”的答案。

“马兰草/迎着风，用枯立表明对寒

冷的蔑视/你看，河水不等人/我也不
必，坐在岸边等河水了”（《河水谣》）。
整首诗借隐喻等手法，将马兰草、河水
和个体选择紧密相连，揭示世事无常，
生命中诸多稍纵即逝，贴近事物原貌又
深入本质。

这些诗作源于作者的生活本色，赵
春秀在农村长大，带有浓郁乡村文化烙
印，所有言说都与过往经历和年少环境
相关，即便写城市也透着泥土气息，乡
土文化为其诗歌提供丰富养分和独特
题材，使其能够自如地反刍乡村文化味
道，找到情感切入点。

二

诗集《被群山包围》分四辑，共 135
首。在“北风吹”中，38 首诗作饱含人
生哲思与乡愁怀想，为我们开启深邃静
谧的天地；“铅笔信”里，29首诗歌多以
心灵感悟为主，在抒写内心的同时，关
注人类命运，用细腻笔触挖掘人性复
杂，揭示人生意义；“在远方”中，38首
诗以游历踪迹为主，诗人用敏锐观察力
描绘山川，陌生风景于笔下引动为鲜活
的触感，由此嗅到岁月沉淀的气息；

“下雨了妈妈”中，30 首诗以故乡和亲
情为核心，用诗意笔触编织温暖画面，
展现母性温柔，让人在喧嚣世界中回味
对故乡的眷恋、对亲情的感恩。

《在安宁中度日》中，“几乎每天黄
昏, 喂完兔子/她都要透过楼道的窗玻
璃/向外望一会儿/天边的云/变换成自
己的祖父和祖母/外祖父和外祖母, 在
另一处/是深蓝色的两朵。 她想多站

一会儿/直到看见自己的父亲/才扭身,
回到屋子里/盯着母亲掉落在地的白
发, 发呆/——然后 抹掉脑海中凌乱的
幻影。”

此诗选取“喂完兔子望云”这一平
常场景，别具韵味。天边的云幻化成亲
人形象，承载对已逝亲人的深深眷恋。

“她想多站一会儿”，饱含不舍留恋。
直至看见父亲，寻得慰藉依靠。然而回
到屋内，盯着母亲掉落的白发发呆，象
征岁月无情与生活沧桑。“然后，抹掉
脑海中凌乱的幻影”，是对现实无奈的
接受和继续前行的决心。整首诗将平
凡瞬间转化为触动心灵的情感体验，让
读者感受人生悲欢、岁月流逝和亲情珍
贵，如一幅宁静深邃的画卷，引领读者
品味复杂缠绵的人生滋味。

《词语颂》中写道，“我把自己从一
些词语中解救出来/它们与生命息息
相关且又干干净净/比如: 深陷已久/日
后我会用去/另一些词语/另一滴雨, 另
一条小溪/那地方, 见不到知更鸟, 沙
燕/成日啄啃旧城墙/我爱的, 是天地已
爱过的//没有姓氏的草/纸鹤一样的毡
房……”，诗人摆脱过往创作与生活的
羁绊，完成自我救赎，抵达自由之境。
此境界摆脱尘世纷扰，爱万物，爱自
由，爱无名的一切，爱心中蓝色的飞
翔。诗句简洁素朴，却蕴含对自然与生
命本真的追寻。

三

俄国文艺理论家维克多·鲍里索
维奇·什克洛夫斯基指出，陌生化实

质在于更新对人生等的陈旧感受，
摆脱惯常束缚，采用独特方式，感受
对象的非凡独特。诗歌语言要陌生
化，就要颠覆习惯化思维，瓦解固有
反应，构建新的“现实”。陌生化是
诗歌创作的良方、钥匙与高峰，追求
陌生化是创新尝试，众多诗人借此
创作出实验性诗歌。

赵春秀诗歌的陌生化表达贯穿创
作全程。首先体现在意象的独特选取
与构建上，她避开常见且过度使用的意
象，挖掘内涵丰富的元素。如《晚景》
中“在江水流过的地方，黑夜找到了仁
慈”，打破常规逻辑，激发思考想象。
她还常打破常规的语法和词汇组合，创
造新奇表达方式，如《晚景》中“而后涌
动 此 生 。 无 边 的 梵 音 。/巨 大 的 安
静。/我认为，那是自己越过惊涛”，简
洁而断裂，迫使读者停顿思考。再者，
其叙事视角新颖独特，不拘泥于单一人
称和常规叙事顺序，常从微观独特角度
切入，展现宏观深刻主题，或运用倒叙
等手法，打乱时间线性流程。

《在旷野看一棵车前草》中可领略
其高超手法：旷野一视同仁，车前草面
临干枯，“老天一样会解除盟约”表述
陌生新奇，“很多不可能，兀立、坍塌”
打破惯常逻辑，“车前草带走五月的露
水”仿佛带走珍贵记忆，“天空没有太
阳却十分耀眼”冲击视觉与思维。整首
诗围绕车前草，运用陌生化手法，展现
生活的复杂和天地的奥秘，让读者领悟
人生真谛。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
诗歌学会会员）

“车前草带走五月的露水”
——诗集《被群山包围》赏析

■漠耕

敦煌艺术精品的数字化回归
■樊锦诗

本书选取了大英博物馆所藏敦
煌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103 幅，以高
清图片印刷出版，使读者不仅可以了
解每一幅作品的基本内容，还可以欣
赏到绘画的细部技法和色彩。

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10 世纪初，
海运尚不发达，敦煌及其河西走廊成
为陆上中国通向欧亚的主要干道，这
就是 18 世纪后所称的“丝绸之路”。
史书称敦煌位于古丝绸之路上的“咽
喉之地”，因敦煌处于丝绸之路上的
战略要地，它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
站，也是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丝绸
之路上东西文化持续千年的交流，孕
育了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内容丰富、
艺术精美的敦煌莫高窟瑰宝，以及层
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藏经洞
出土的宗教典籍、中国四部书、公私
文书、非汉文文献和绘画艺术品的硕
果。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群
和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成为 20世纪
以来中外学者了解和研究中古时期
中外文化艺术极其重要的资料，产生
了世界显学敦煌学。

如果说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
石窟群约 5 万平方米的壁画，是敦煌
艺术的主体，那么藏经洞出土的 1700
余件绘画，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艺术
品。这些敦煌画艺术品，是唐、五代、
宋时期的作品，画的内容与敦煌壁画
基本接近，画的载体有丝织物绢、麻
布、纸等，且画的载体不同，所用技法
也与壁画不同。敦煌画艺术品有绢
画、刺绣、麻布画、纸画，有雕版刻印
的画，有拓印的画，有用夹缬、蜡缬印
染的画，有白画（白描画）等。这些画
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绘画存有与壁
画不同的绘画艺术品，对于我们认识
唐宋绘画艺术的演变发展具有不可
估量的价值。

由于历史原因，敦煌藏经洞发现
之后，数万件文物流失海外。特别
是其中的绘画艺术品，国内所存无
几。100 多年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
不断深入和敦煌文化艺术的持续弘
扬，敦煌已经家喻户晓，也使藏经洞
出土的绘画艺术品逐渐引起人们的
关注。因此，调查研究海外收藏的

敦煌藏经洞的敦煌画艺术作品，通
过出版物进行介绍，成为我们的迫
切愿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
谈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通过数
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
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
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
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为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浙
江古籍出版社与敦煌研究院合作，首
次将英藏敦煌藏经洞的敦煌画精品
整理出版。本书选取了大英博物馆
所藏敦煌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103
幅，以高清图片印刷出版，使读者不
仅可以了解每一幅作品的基本内容，
还可以欣赏到绘画的细部技法和色
彩。本书由敦煌研究院专家撰文作
全面介绍，对每一幅作品也有详细的
解说，希望能给国内外读者提供欣赏
和参考的资料，从而认识和了解唐、
五代、宋时期中国精美而独特的绘画
艺术，体会中华传统艺术的巨大魅
力。 （据《人民日报》）

《藏经洞敦煌艺术精品（大英博物馆）》
赵声良主编，敦煌研究院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新新书架书架

本书是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
风故事读本，选取自周代到清代的二十
位先贤，用具体的人和事来彰显家风对
于这些圣贤豪杰的人格塑造和人生业绩
所起的重要作用，将传统家风的基本条
目、义理融于故事，语言通俗晓畅，故事
感人至深。

（据《西安日报》）

知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常年与书为伴，凭借
深度阅读经验和独特视角，为读者筛选出了
60 本有较高学术价值、思想深度和艺术品质
的经典图书，内容涵盖经济学、政治学、社会
学、法学、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让读
者可以在种类繁多的图书中找到适合自己的
精品图书。

（据《西安日报》）

《读书的三重境界》
作者：梁小民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治家：中国人的家教和家风》
主编：李存山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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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晓
峰

汉 代 是 说 不 完
的 汉 代 。 汉 字 、汉
族、汉语……汉代在
中国历史上留下了
非常大的影响。可
是 你 了 解 汉 代 吗 ？
衣食住行是我们和
世界最基本的关联
点。你了解汉代人
的衣食住行吗？张
从军著《石上千秋：
汉画像石中的衣食
住行》（以下简称《石
上千秋》），是一部特
殊的著作，这本书以
图读史，由史证图，
透过对画像石的解
读，把遥远的汉代人
的生活世界重现在
我们面前。

我 与《石 上 千
秋》作者张从军结交
二十多年，学问上一
直多得他指教。他
是我朋友中对山东
文物典故最熟悉的
人，举凡山川地理、
典章文物以及人文
制度之沿革，从军无
不如数家珍。从军
的高论常有“素湍绿
潭，回清倒影”之妙，
尝思山东承古齐鲁
两国文脉，睹其为人
之 通 达 ，胸 怀 之 开
阔，言语举止知取能
舍 ，其 盖 古 齐 人 之
风。

认识张从军时，
他已经是汉画像石
研 究 方 面 的 专 家 。
得山东地缘优势，他
于 20世纪 70年代起
便接触画像石，并从
民俗角度理解画像
石 中 的 汉 代 世 界 。
20 世纪 90 年代在日
本从事研究期间，他
受到了林巳奈夫、曾
部潮宽等日本学者
的学术影响，对画像
石的研究又深入了
一个层次。在画像
石研究领域，21世纪
初他就先后出版过《汉画像石》（2002 年）、《黄河下游
的汉画像石艺术》（2004年）。通观张从军的汉画像石
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从生活视角理解画像石中的
古代世界。在他看来，汉画像石是汉代墓葬艺术，这
些艺术作品的创作目的是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
得安全幸福，能够早日升仙。和编写庙堂典章历史的
史迁班固不同，画像石的作者都是下层工匠，但“他们
也生活在汉代，他们或许不识字，也不会书写，但他们
会以图画的形式，记录和描绘汉代的形象”。

《石上千秋》着力还原的，就是这些工匠手中用图
像记录描绘下来的“汉代的形象”。汉画像石内容非
常驳杂，牵涉到宗教信仰、习俗、历史传说等多个领
域。但这些画像石都出于汉代工匠们之手，即便是画
中的历史传说，也是汉代的工匠们头脑中的历史传
说，因此毫无疑问也是“汉代历史的记录”。

这部从衣食住行角度整理出来的“汉代历史的记
录”，最宝贵的是书中对于汉画像石作品很多细节的
解读和分析。以书中《进贤冠》一节为例，我们读汉代
典籍，只能想象公侯三梁、两千石与博士二梁、博士以
下一梁等汉代进贤冠是一种帽子，却不知道究竟这进
贤冠是什么样子。《石上千秋》的作者则用十五幅画像
石和对图像细致的分析文字把汉代的进贤冠以及汉
代人如何佩戴进贤冠展示给了我们。作者善于结合
图像分析细节，例如嘉祥宋山小祠堂的晋见图，图中
冠是放在地上的，作者告诉我们，这表现的是古人免
冠晋见的礼节。从画像石中一个个我们平时很可能
一瞥而过的细节里，解读古人生活的世界，这就是作
者的功力所在。这样的解读与汉画像石的图像插图
一一对应，呈现在书中一段段文字里，像一个个珍宝
等待读者发现的眼睛，这也是本书的魅力所在。

老骥伏枥说汉画，捧读张从军在古稀之年出版的
这本《石上千秋》，感慨系之。中国古代的生活文化有
丰富的传承，《墨子·公孟篇》载：“昔者齐桓公高冠博
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
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
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
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这些不同地域
的文化传统如百川入海融汇于汉代，最后浇筑成了汉
代生活文化的基础。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是日常，也是
文化，是维系民族文化心理的一支重要力量，有力地
增强着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汉代文化作为一
个深层的文化背景，千百年来一直形塑着我们民族的
生活，影响着民族心理认同。从这一意义上，张从军
以小见大、沿波讨源，透过汉画像石中的图像展示汉
代历史、汉代民俗和汉代人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更好
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正可谓意义重大，厥
功甚伟。

（据《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