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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荷已露尖尖角
——漫评诗人晓角与她的诗

■温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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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爱：陶长坤的美文
——恭读散文集《月照小黑河》

■赵海忠

得知晓角诗集出版的消息，第一时
间进行了网络预订，几天后《三天过完
十六岁》带着墨香寄到了快递站。接到
快递员取件信息的第一时间取上了它，
并第一时间拆开了快递包裹，把它端在
手中。这三个“第一时间”，寄托了我对
晓角诗歌人生的祝福。

这样说，似乎是对晓角诗集附录
《不愿被自己遗忘的人生》《我和我的未
来》《思考自己的时候》，以及后记《后来
的事》的又一次回顾。感觉是钻心的，
又是明媚的，从中感知到了诗与晓角之
间的相互成就，诗成就了诗人晓角，也
成就了晓角的诗意人生。

最早知道晓角，是几年前与一位安
徽年轻诗人宋倩倩聊天，从她口中得知
晓角的诗和晓角的故事，后来留心关
注。直到她的《三天过完十六岁》面世，
我松了一口气，仿若有一种把期待，还
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因由突然放下的感
觉。

晓角诗集的问世，不是我一个人的
期待，它带着无数的冀望和山海般的祝
福，我想，晓角是一位幸福的诗人。

在晓角诗集里看到，评论家霍俊明
以《也是冬天，也是春天》为题，为诗集
写的序言，还有附录里霍俊明于 2020
年 6月刊于《中国校园文学》青春号的
推文《失去的与赢得的——关于晓角的
诗与生活》。晓角很早就得到读者及名
家的关注，晓角的诗与故事不是孤单
的，不是孤独的，不是孤立的，“光有光
的来意”，无人照料的晓角如小花独自
盛开，一同与灿烂春天，共筑世界。

那一天，晓角的突然开悟，得益于
家境的窘迫，得益于外公的开明与体
恤。晓角有书看，晓角会写字，零零散
散的句子，是散落在生活里的诗行。恭
候着一炉春火，晓角诗心盛放。

所有的遇见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
是有缘可叙的。《草原》杂志诗歌编辑刘
不伟整理过晓角诗歌此前的编年：2020

年晓角第一次在《草原》发表的处女作
是散文《春来有迹》，署名李华（晓角本
名），刊发于《草原》2020年3月“扶贫作
品征文专刊”；之后第二次，散文《我的
动物世界》，署名也是李华，刊发于《草
原》2020 年第 3 期“新发现”栏目；《草
原》2021年第1期“新发现”栏目刊发组
诗《改变》，署名晓角，之后的署名都是
晓角。在这里要谈刘不伟几句。因为
他成就许多年轻诗人。他是诗人，是诗
歌理论人，是诗歌评论人，他是对诗阵
建设有发现、有提携、有引领、有眷顾的
人。正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才有《草原》
新生代诗人的浩浩荡荡，《草原》诗作的
郁郁葱葱。他以自己在诗歌界的影响
力，关照、关注包括晓角在内的、一众有
诗歌天赋的青年诗人的成长。这是仁
怀的、体恤的、担当的，对于诗歌力量的
前赴后继、生生不息，对于诗歌人才的
成长辈出，功莫大焉。

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内蒙古文联

主办，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北京市第
171中学协办的《三天过完十六岁》新书
首发式暨晓角诗歌分享会，在北京市第
171中学举办。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吴义勤评价，晓角的诗歌质地
坚硬，体现了新时代青年自强不息、奋
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是“文学照亮生
活”的真实写照。她的诗歌来源于生
活，却指向广阔而深邃的精神世界，为
新时代青年诗歌的创作开辟了新的青
春视域。

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冀晓青
评价，晓角以平和内敛却极富生命力的
笔触写下铿锵的诗篇，以自己的坚韧、
执着，抗击命途的多舛，诗文质朴、感情
真切，深刻诠释了什么是“艰难困苦玉
汝于成”。她盛赞晓角面对苦难依旧坚
强的意志、历经苦难依旧向前的勇气，
并指出晓角的成长经历充满波折心酸，
但她的诗歌却让我们看到了温暖的追

寻和执着的感动。
诗人刘不伟评价，晓角的诗，像拂

晓的号角，吹响黎明的序曲，吹响晨之
光音，吹响未来之声。刘不伟见证了晓
角的成长，评语中肯，充满期望。

首发式后，晓角诗歌分享会邀请诗
人、评论家、教师代表、读者代表，以及
诗人晓角本人等，从诗歌的不同角度分
享了晓角诗歌的艺术价值。现场气氛
热烈，与会者给予晓角诗歌高度评价，
称晓角的诗歌，在尘土飞扬的人间寻找
着暖色调，展示出一个女孩超常的韧
性、承受力和精神意志，具有独特的艺
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触动人心，
引人共鸣。

晓角的故事，可用“口袋里的锥子”
诗意化解读。“口袋”，是她诗歌成梦的
物质家园所在；“锥子”，是她诗歌天分
与奋争精神的力量所在。这种力量一
旦突围，将释放出浩荡的青春气息、无
阻的天空翱翔。每一次自我超越，都标

志着灵魂的又一次蜕变。
晓角的诗歌，以短诗为主，诗景纵

横、诗意深远、诗题丰富、诗性深刻，表
现了诗人特有的诗歌特质，以及深邃的
诗歌思考。她的困苦给予她生命别样
的养分，成就了她今日诗歌的光火，助
力她在文学之路上阔步远行。

余以为，应该给予时间以时间，让
过往成为过往，瞩目晓角未来应是最应
当。不能贩卖同情，必须输出鼓舞，以
汗水祭奠过往，用创造建构未来。希望
晓角补齐知识，迎头赶上，实现超越与
升华。

晓角以诗歌在文坛绽放，诗歌成为
她文学重要的标签，但她在散文创作上
也颇富潜质，叙述中可见小说特质的端
倪。借用诗句“小荷才露尖尖角”，并改
为“晓荷已露尖尖角”为题，附风雅于

《三天走完十六岁》的出版与首发成功
举办。祝晓角：一路汗香，一路纵马，一
路飞歌，一路风华！

最 近 ，诗 人 王 发 宾 出 版 了 新 著《天 山 独 库 公 路》诗
集，这是他的第四本诗集。其中诗集《蓝色的库库和屯》
是写另外的题材，其余的有 2017 年出版的《战士的心在
燃烧》和 2021 年出版的《一颗，滋润大地的雨滴》和这次
出版的诗集共三本，写的是共同题材，都是写半个世纪
之前，工程兵在新疆修筑天山独库公路的传奇往事。这
个工程兵部队的全体官兵历时十年，艰苦奋斗，生死拼
搏，无私奉献，修通了一条横贯天山南北的国防战备公
路，为巩固国防建设，繁荣边疆文化，促进经济发展起到
了重要作用。年轻的王发宾入伍不久，就随部队到天山
修 筑 这 条 公 路 ，把 最 美 好 的 青 春 岁 月 献 给 了 修 路 的 工
程 ，青 春 岁 月 也 把 最 美 好 的 记 忆 留 给 了 王 发 宾 。 2024
年 ，正 逢 独 库 公 路 建 成 50 周 年 ，王 发 宾 重 走 了 独 库 公
路。旧记忆和新领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他一口气写
了近 200 首诗，汇成了这本《天山独库公路》诗集。

诗以言志，歌以咏情。王发宾在这部诗集里真诚地
表 达 了 他 的 独 库 公 路 情 结 ，热 烈 地 歌 颂 了 筑 路 官 兵 的
英 雄 主 义 精 神 。 正 如 曼 罗·罗 兰 所 说 ，“ 世 界 上 只 有 一
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
热爱生活。”在诗集中我们看到筑路官兵工作条件恶劣
艰苦，高寒缺氧，吃住简陋，还随时有雪崩、隧道塌方等
危 及 生 命 的 危 险 发 生 ，官 兵 们 明 明 知 道 这 项 工 作 是 生
命 在 和 死 亡 相 拼 ，可 是 仍 然 顽 强 勇 敢 地 坚 持 奋 斗 下
去 。 因 为 他 们 不 忘 初 心 ，初 心 是 为 人 民 服 务 。 歌 颂 这
种 英 雄 主 义 是 诗 人 王 发 宾 的 情 怀 ，也 是 这 部 诗 集 的 主
题，我们的时代需要这种真正的英雄主义，我们的青少
年 需 要 这 种 英 雄 主 义 教 育 。 当 知 道 为 修 这 条 公 路 ，10
年共牺牲 200 多名官兵，后代人在感动的同时能深刻明
白人生的意义，并生发出继承英雄主义的决心和力量。

任何题材都可以写成诗，诗歌的艺术不在于写什么，
而在于怎样写，正是叙述方式决定了诗歌品质的优劣。
王发宾在写天山独库公路诗集时，对叙述进行了独创性
改革，不再像过去前两部诗集，只是用现实主义一种手
法，而是学习古今中外许多叙述手法，运用多种创新的
表达方式：有时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提炼，有时他又用
印象派的手法完成象征性表达。有时他也用电影蒙太
奇方法推进感通的诞生，有时他还采用小说的悬念设置
及细节来描绘展示场景，他还用魔幻主义色彩来表现施
工战士的英勇，还借用古诗词及民间曲艺的方式来追寻
战士们的崇高情怀。丰富多样的叙述方式不但很好地
表现了诗集的整体性主题，还提升了主题。例如，诗集
中有首诗的题目是《土尔根烈士墓地》其中有一段诗写
道：

烈士们勇敢地打破了一次一次牺牲
牺牲用春天的发芽，顶开一个个生命
光芒在战士的脚下衍生出一条路
成为天山精神，成为人间永恒
在这段诗中，牺牲的烈士们的生命意义已经不再局限在筑路上，而是成为人类生

命轮回的悲壮方式，而天山精神也升华成人类延续生命的光辉历程。在这里，诗人王
发宾不只是就事写事地叙述筑路的往事，而且用诗歌努力完成文学的任务：勘测人的
存在真相。因此，《天山独库公路》一书，要比《战士的心在燃烧》《一颗，滋润大地的雨
滴》更有文学价值。表现出王发宾在边写边思考，不断地学习正确的诗歌理论，不断
地提高艺术能力，不断地取得作品的进步。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王发宾已经写出了自己的语言特色。他的特色是自然、质
朴、优美、流畅。在这本诗集中，王发宾并没有运用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堆砌公式化、

概念化的赞美口号，而是冷静地抒写
他的真情实感，冷静地回忆半个世纪
之前的往事，他是用冷静的笔触打动
了 读 者 ，真 正 做 到 了 契 诃 夫 所 说 ：

“ 好 和 坏 都 不 要 喊 出 来 ”的 效 果 ，从
这 一 特 色 可 以 看 出 王 发 宾 的 成 熟 和
进步，他的诗歌已经明显地显示出自
然风格。首先是情感的自然，这本诗
集 的 近 两 百 首 诗 都 是 从 王 发 宾 内 心
深处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没有丝毫
的虚伪和做作，如同温暖的小溪流入
读者的心灵 ，感动着读者 ，生发出情
感 的 融 汇 交 流 ，激 发 着 读 者 的 想 象
力 。 王 发 宾 诗 歌 的 自 然 风 格 的 另 一
表现是情感的表达自然，他并没有故
作高深地教育读者，而是用通俗的口
语亲切地与读者交谈，如聊家常话一
样 ，拉近与读者内心的距离 ，用流露
出 来 的 诗 的 魅 力 感 动 读 者 。 王 发 宾
诗 歌 的 自 然 风 格 的 第 三 个 表 现 是 思
想的自然，他把诗的思想包含在审美
意境当中 ，并不是图解和喊口号 ，而
是 把 诗 歌 塑 造 成 精 湛 技 巧 与 崇 高 灵
魂的统一体，热情歌颂真、善、美，关
注 现 实 生 活 的 人 的 生 活 状 况 及 人 的
存在真相，提升着读者的精神品位和
审美品格。

陶先生平生爱美文，笔者自认为该散
文集较好的几篇是：《月照小黑河》《胡杨
啊，胡杨》《吊昭君墓》《梦断兴安》《坐床
观海记》《草地赞》《凄美的落梦湖》。

一、《月照小黑河》
《月照小黑河》开始两段，普通陈述，

悠闲自在。细品觉得疏朗有致，从从容
容，胸襟阔大。第三段，“一天夜晚”之
后，“我踏着溶溶的梦似的月光，孑然一
身地来到小黑河身旁，沿着浒栏徜徉”，
诗意开启月照小黑河之旅。

文笔令读者目不暇接：月亮，嫦娥，
王昭君，妙龄女子，庄姜，邻女，罗敷，洛
神，娉婷，花木兰，“我”，小鱼儿，庄子，盛
乐，树垣，草原，敕勒歌，黄河，小黑河边
游走，二十三层楼眺望……真正是“文之
思 也 ，其 神 远 矣 。 故 寂 然 凝 虑 ，思 接 千
载。”全篇语调柔和，字美词雅，读来口齿
留香，回味无穷，实乃美文典范。

末 尾 两 段 ，作 者 一 边 记 述 ，一 边 赞
美。“整个呼和浩特，火树银花，流光溢
彩，成了座地地道道的不夜城了。”“我爱
月色，也爱小黑河，更爱月照下的朦胧的
小黑河。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这样
的文字，真让人爱不释卷，相信每一个青
城人读之都会油然而生自豪之情。

二、《胡杨啊，胡杨》
开首两段也是铺垫，第三段“2014 年

金秋时节”，开始对胡杨的接近。直到第
七自然段，才有人喊道：“瞧！胡杨林！”

作品突出写胡杨：古朴、庄重、苍劲、
沉静、高傲，面带笑容而默默无语。怪树
林是：或僵卧，或歪斜，或孑立，秃干裸
枝 ，断 膀 残 臂 ，已 无 一 枚 树 叶 ，一 丝 生
机。两相比较，自然得出“地下有水，则胡
杨盛；地下水涸，则胡杨亡”的结论。

结 尾 ，作 者 直 抒 胸 臆 ，写 了 两 个 层
次。一是“采风归来，已有月余。我的眼
前，还时时浮现出胡杨和胡杨林，金灿灿，
光灼灼，神奇亮丽，美轮美奂。我仿佛还
隐隐听到它们在呼吁：“救救我们！”二是
依托“生与死、兴与亡、存与灭”的哲理写
出，“胡杨啊，胡杨，你是荒漠之星，你是戈
壁之光，你是塞上最为璀璨炫目的风景。

祝福你：“永葆青春，万代千秋！”这是作者
切肤之感、肺腑之言，既与对象融为一体，
又保持鲜明的主体地位和意识，凸显了

“我”的态度与作用。

三、《吊昭君墓》
作品简要地介绍昭君墓的基本形制、地

理位置、建立年代。随后，驰骋想象，杜甫、
杜牧、陆游、耶律楚才、林黛玉、董必武……
在历朝历代咏昭君诗中，构建起美文框
架，省力不少、出彩颇多。

最让读者赞叹的莫过于作者的想象
与描摹：“她长袖翩翩，仙袂飘飘，袅娜娉
婷，神姿仙态。细瞅去，她身乘白马，手
执丝缰，回眸传情，飞彩流光，御风蹈云，
一骑绝尘，直奔虹桥，飒然而去……”若
非对王昭君挚爱在心，焉能如此追魂夺
魄。

作品最精妙精彩之处还有：“正在我
魂牵梦绕、发思古幽情之际，忽然一声惊
雷响起，顿见乌云四合，铺天压地而来；随
之雷鸣电闪之中，大雨倾盆而下。”这可能
是现实之雨，同时也是想象之雨。二者相
交相融，笔下流出了华美的文字和情景。
这些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描写段落，集中
展示作者大胆想象、纵横驰骋的艺术才
华，古雅中有新意，写实中有幻化，文辞豪
华，情景美妙。“啊，王昭君！”，四字成一整
段，词沉句重，意犹未尽，给读者留下极耐
咀嚼的艺术空间。

四、《梦断兴安》
《梦断兴安》篇幅较长，分“雪”“林”

“人”“我”四部分。大兴安岭是作者生活
了 12年的地方，所以此文写得极具个人印
记。

雪是大兴安岭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大
兴安岭的精魂。“大兴安岭的雪下得早，十
月份就大雪封山。树上挂满了雪，地上铺
满了雪，山上砌满了雪，无处不是雪。那
雪皎若月华，皑似玉衣，洁犹水晶。”这种
时间、体量、美质的优势，自然是别处的雪
不可比的。作者写雪及人，由人及己，带
进了经历、情感因素。

林是大兴安岭的骨骼，也是重要的自
然社会财富所在。作者笔下的林，落叶松
是“树中的伟丈夫”，桦树是“妩媚的白衣
少女”。作者笔下的林，绿得葱茏，绿得蓊
郁，绿得碧翠，绿得朝气蓬勃，绿得生机盎
然，是“绿”的大写意！作者笔下的林，“最
早开的花是大头香”……各种描述之后，
作者写道：“我的味觉模糊了，我的视觉模
糊了，我的听觉模糊了，口、眼、耳融到了
一起，味觉、视觉、听觉通感了。”这一段文
字，既是笔法，也是真情，不得不赞叹陶长
坤先生文笔之纯熟，章法之严谨。特别是
出神入化又自然而然地把焦点移至大青
山，体现了作者思绪纵横自如、文字腾挪
自由的功力和才情。

人是大兴安岭的主体，作品写：有原
居民鄂伦春人，林业工人及其家属——

“大兴安岭人”，盲流，“山东棒子”，大学
生，构成一幅大兴安岭的社会图景，极富
历史感、时代感和社会感。作品由“人”
转到“我”，文字透露出命运轮转、锐意进
取、知识伟力，标榜着时代洪流中个体对
其前途的把握和推进。

写“我”，亦庄亦谐，颇为有趣，一种过
来后的回味和精进，“酷寒就给了我一个
下马威”等等。期间互对歇后语的乐趣、
绞盘机的危险、葡萄牌香烟事件等等，时
代烙印明晰，历史元素充沛，举重若轻，以

小见大，自况自嘲，令人忍俊不禁。
作者在这篇散文中，不时点明或提醒

此时和彼时的联系与区别，隔空勾连，顾
盼生辉。主体写的是大兴安岭，作者又处
于大青山下，使得作品委婉有致、结构密
实。“我凭窗眺望着远处隐隐约约的大青
山，忽然一股思潮涌上了脑际——我回忆
起大兴安岭来了。”这些印迹十分明显的
文字，有效控制全篇节奏起落，精准激活
时空转换机制，促使读者进得去，出得来，
欣赏+思考，远非一般“美文”可比。

五、《坐床观海记》
“有谁坐在床头上观看过大海么？也

许有，大概也不会多。我在旅英期间，却
获此幸运和殊遇。”文学史上，写别人所未
经历、所未表达，往往自带三分特殊性和
创新性。

这篇散文除了类似题记的这段叙述
文字，几乎全部采用描写。描写是最重要
的文学表现手法，但是运用不当的话，会
造成词语堆砌，满篇车轱辘话。《坐床观海
记》剑走偏锋，动静结合，取得成功，令人
叫绝！

作者先写“晨”，天、海、山坡、海鸥、乌
鸦、白帆、快艇，以“晨安，大海！”打住。再
写“白昼”，聚焦太阳，“太阳乘着云车升上
高空”“太阳笑别大海”“太阳归巢了”，景
致连贯而有别，以“晚安，大海！”打住。

再写雨，再写河，再写海，由海及人、
及世界、及理。作者的思绪通达千万里，
角度、构思、气魄、情怀、思考、展望，不愧
为描写的杰作，写海的美文！

六、《草地赞》
《草地赞》开宗明义：“我爱绿色，我爱

草地。草地上跳动着绿色的诗，沉淀着绿
色的梦，蹁跹着绿色的精灵。”这是作品的
认知基础、情感基础。之所以要赞草地，
首先是“凡空闲的地方，都是草地。”第二
是“那里的草地是四季常青的”。这是所
赞对象的鲜明特点和引人之处。

再聚焦花、草、鸟，有了动感。再写两
个场景，一是“乡野的草地全是牧场，无处
不是牛羊的天下。”二是“雨中的草地更加
葱翠可爱。”有特别背景，就有特别触动。
再具体化：“我最喜爱的，还是剑桥的草
地，特别是剑桥大学的草地。”

最后两段，第一段，就草论草、论生
命。第二段，以草论环境生态、以草论沧
海桑田，应当说是一种知性的升华。

七、《凄美的落梦湖》
作品从游历入笔，在罗列落梦湖的名

称过程中，创造了一种凄美的景致。这种
老到的手法，将历史、文化、情怀、感触拢
聚在较少的文字中，有事半功倍之效果。

首先是游湖：面积、方位、游船、落梦山……
其次是借导游之口“讲述落梦湖的故事”。文
字时断时续，调动读者的兴趣。第三是播放

《落梦湖之歌》。作品最后直言——“落梦湖，
我心上的湖！”文辞真诚，表达直接，充分体现
了作者的个性和特质。

几篇美文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是，陶长
坤先生对笔下人、事、物、景的挚爱。因为
挚爱，所以有这样的选材、思想、情感，有
这样的苦心经营，有这样的美文！作者在
前言《江郎才尽》中说自己写作时“进入一
种出神入化的境界”，说明陶长坤先生对
美文孜孜以求，对书写对象充满挚爱。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学院院长、内蒙
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