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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资源评估与研究”丛书
张炜 王勇安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

探寻非遗之美 讲好匠心故事
■冷凇

书书文评点文评点

诗词是生活的发现和凝结
——田学臣格律诗词的诗学考察

■洋浴海

“出版资源评估与研究”丛书包括《出
版内容资源评估与研究》等3册图书，共计
70余万字。该丛书是近年来出版理论研
究领域的一项创新成果，既立足传统出
版，又站在时代前沿，全方位、多角度拓展
了出版资源的研究视野，具有很强的实践
性、操作性，能够为出版从业者做好新时
代出版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据《陕西日报》）

《静居长安》
马婷著

陕西新华出版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展现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历史
遗迹，以及那些传承久远的非遗手艺，那
些隐匿在历史中的才子佳人。书中描绘
了从古至今生活在这座城中的人们的生
活面貌、才情风骨，进一步记录和展示历
史文化名城的魅力。本书旨在展示又一
盛世中的长安的现代化风貌，以及这座城
市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在现代化都市的
冲击中被忽视了的一些厚重的记忆。

（据《陕西日报》）

本书以“与孩子对话·与天性相拥·
与自然共生”的课程理念为核心，既有
对课程建构理论的思考与凝练，又有课
程实践中质朴的教育智慧，以及一个个
鲜活有趣的案例故事。充分体现了国家
的法规政策在幼儿园课程实践中的落
实，和对现代先进的学前教育理论的吸
收和借鉴。

（据《西安日报》）

《对话·天性·自然：和孩子一起做课程》
王莉 戴翠玲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展
示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
载体。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
国》秉持活态传承理念，聚焦非遗
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力图透过非遗的传承创新展现
昂扬的时代风貌，展现中华文化的
时代光彩。

《非遗里的中国》以省份分期，
用每集 90分钟的体量对各地的非
遗精粹进行集中展示。每期节目
中，主持人和嘉宾一道深入具有地
域特色的传统街区，走近各具特色
的非遗项目，沉浸式体验非遗魅
力。观众跟随镜头，与时间长河中

历史文化的这些“见证者”相遇、
对话，追溯其历史缘起，领略其独
特功能，感悟其文化风貌，体会其
世代传承。

在浙江省台州市葭沚老街，体
验余杭纸伞制作、制茶、翻簧竹
雕、彩石镶嵌等技艺；在江苏省盐
城市淮剧小镇，聆听经典淮剧选
段，近距离感受淮音悠扬、水袖传
情；在云南省姚安县光禄镇，领略
悠扬深沉的彝族梅葛调，体验活泼
有趣的打陀螺……节目致力于挖
掘众多非遗项目所蕴含的中华民
族特有的历史底蕴和精神追求，向
国内外观众展示中国人的匠心传
承和审美旨趣。

在福建，被称为“宋元南戏活
化石”的莆仙戏，借助当下深受欢
迎的实景演艺方式，走出戏台，走
近更多观众人群，为地方戏和传统
剧目开辟新的展示空间。以刀为
笔、以木为卷的莆田木雕，如今在
古玩、家具、文创领域大放异彩，
以更时尚、更灵活的形式融入现代
生活，走进年轻人中间。节目聚焦
非遗的“活”起来、“火”起来，捕捉
生动蓬勃的创新应用景象，展现非
遗在一脉相承中“亘古亘今、日新
又新”的生命力。

在节目形态上，《非遗里的中
国》打通文化类节目的类型边界，
融汇实地探访、歌舞、访谈、游戏

等多元手段，展现非遗绝技绝活，
讲述传承人故事，彰显传承创新的
活力。节目主创在打磨内容的同
时，还与文创团队联袂打造节目衍
生文创，探索内容生产赋能城市文
旅的新路径，让非遗文化触达更多
领域更多人群。

如今，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从
田野巷陌走进当代人日常生活，成
为可见、可亲、可参与的文化风
景。期待将来有更多文化节目通
过“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方式，
探寻非遗之美，讲好匠心故事，推
动非遗在活态传承中历久弥新、绽
放光彩。

（据《人民日报》）
图为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海报。

索南才让的中篇小说集《找信
号》（译林出版社 2023年 2月出版），
在呈现草原文化多元性的同时，更
加注重青年牧人的精神观照。一般
而言，有关青年成长与精神探寻的
主题，往往与家族历史和地方传统
密切关联。索南才让另辟蹊径，从
日常叙事和个体生活经验出发，写
出牧区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
青年牧人对自我身份的重新确认和
对生活理想的不懈追求。

身兼牧人和作家双重身份，索
南才让自觉担负起了记录时代、关
注草原和探寻青年牧人精神出路的
文学使命。与小说集同名的《找信
号》颇具精神探寻的象征意味——
小说讲述了几名青年牧人在沙漠深
处寻找一位失踪老人的故事，由于
没有网络信号的覆盖，他们的搜寻
工作进展异常缓慢，即使最终找到

了老人的遗体，但在巨大的“空旷
感”面前，这些年轻的牧人感到“一
大块时间煎熬着他们”。如何平衡
个体存在与浩渺时空之间的错位
感？小说给出了富有成长意味的答
案——与其焦灼等待，不如翻越眼
前的山包，努力找到信号。当然不
只是手机信号，更重要的是完成精
神性的突围，进而找到一种健康、开
阔而又积极的人生方式。

匈牙利小说家马洛伊·山多尔
认为，孤独是一种自觉的独处方式，
也是个体生活真正的存在状态，一
个人如果能够从精神上接纳了它，
其生活的空间将被无限地打开。面
对生活的“新变”与时代的快速发
展，《找信号》中的青年牧人身上普
遍存在着难以名状的孤独感，这也
是他们在成长路上亟待完成自我蝶
变的要旨所在。作为在场者和思考

者，索南才让紧紧围绕“发现孤独
——理解孤独——超越孤独”的认
知维度和小说结构方式，为青年牧
人的精神探寻之旅投射出一束严肃
而理性的光照。

小说《无界的漫夜》中，因车祸
失去父亲的宁高兄弟俩放弃了便捷
的生活方式，擦干眼泪的他们终于
廓清了眼前的迷雾，决定用自己的
行动去实现一个了不起的愿望——
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和走访有经验的
牧人，为家牛换取野牦牛的骨血，这
样可以壮大自己的牛群。这个故事
为重新唤起青年牧人的生活理想迈
出了重要一步，牛群的不断壮大意
味着草原生活元气的复位，野牦牛
赋予家牛的生命能量也象征着青年
牧人们在告别了父辈的帮助和引领
之后，面对正在发生改变的生活现
场，开始用更加独立的眼光和包容

的胸怀面对世界，在理解孤独的同
时获取新的奋斗方向和精神力量。
在小说《和一头牛共进晚餐》中，通
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最终实现可
以“和一头牛共进晚餐”的生活愿望
——其中涵盖了敬畏生命、尊重自
然的朴素观念，同时也有对孤独的
超越。这样的心路历程，实质上也
为青年牧人们提供了不断自省和深
思的精神能量。《午夜的黎明》中的

“我”在完成自我身份确认、战胜困
厄之后感到无比的欣慰，“仿佛我骑
着大象在夜空的云朵上散步”。而
在《骑马去帮叔叔剪羊毛》中，“我”
与桑吉在大雨和洪水中执着赶路，
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两位年轻
人身上散发着不容置疑的乐观与自
信。这一精神状态也是当下青年牧
人身上令人激赏的地方。

自 信 与 深 思 对 应 着 求 索 与 担

当，这是小说集《找信号》中精神之
路的最终指向。小说《哲学教授》
中，十八岁的“我”在帮助哲学教授
整理采访记录的过程中，偶然发现
了有关自己家族的隐秘历史，这些
历史呼唤它的发现者和记录者要勇
于探索、敢于担当。正因如此，“我”
输入电脑的那些文字“正在形成一
种正义的力量”，即使在梦里，“都能
听到它纯粹饱满的声音，好像在告
诉我一些我必须承担的故事”。

实际上，索南才让对青年牧人
的精神探寻始于《巡山队》和《荒原
上》两部小说集，《找信号》是他获得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之后，在小说艺
术和美学层面有所推进的新作汇
集，作品对时代性和人民性主题的
理解与表达，本身也彰显了可贵的
文学精神。

（据《光明日报》）

田学臣是中国诗坛很活跃的格
律诗词的诗人，近年来，他的诗词
作品不断在《中华诗词》《内蒙古诗
词》《九州散曲》《瞿塘潮诗评》《东
坡赤壁诗词》《新时代新叙事》《内
蒙古日报》等报刊杂志推出，这些
诗 词 经 整 理 编 辑 出 版 了《马 都 之
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碧草骋怀——田学臣诗词曲赋集》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版）两部诗集，成为内蒙古文学
界不可多得的成果。田学臣秉承传
统和现代的诗词创作方法，写出了
当代内蒙古气象的新诗意。

诗就是情志与思想的形象化，
即 是 感 性 空 间 ，形 象 化 的 现 实 情
绪。它既是自身的时间意识，又是
思想图景的戏剧化因果链。形象化
的直觉秘密当然就是比喻，自我实
体的思辨又是主体的透视。所以现
代的诗性又不仅仅表现在诗词的押
韵、对仗、优美、生动、深刻、感人等
等之上，也就是说，诗性就是诗的

“戏剧性”呈现。诗的价值，就在于
诗人给日常生活打下个人烙印，即
诗人在自己所处语境中对生活本质
的语言捕捉能力。写诗是一种语言
的创造性活动——从诗词的语体中
必然诞生新的境界和思想。

第一，田学臣诗词在于“真”。
《庄子·渔父》上说：“真者、精诚之至
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刘勰在

《文心雕龙·情采》中提出:“为情者
要约而写真。”“诗可数年不作，不可
一作不真。”也就是说，创作是抒发
的感情要真，简练的语言写出真感
情。《马都之韵》《碧草骋怀——田学
臣诗词曲赋集》两部诗集在写作风

格上和诗词的内容是真实的，抒发
的情感上是真诚的。《马都之韵》中
的七律组诗《草原八景》是对锡林郭
勒大草原上的元上都、锡林河九曲
湾、滦河发源地、辽阔牧场、百灵鸟、
蒙古马、二连浩特恐龙和苏尼特骆
驼等美景和特产之物的概括和描
摹。在这些诗中，既有“龙虎巍巍存
傲骨，金莲历历助鹏程。”（《元都傲
骨》）“香泥看好四方客，塞雁痴迷两
面仙。”（《九曲飞虹》）“沉沉阔野蹄
痕没，猎猎西风白骨摧”（《恐龙卧
雪》）的整齐的对仗句式，比赋兴和
比喻、拟人、象征，也有“雁鸣塞外苍
天仰，元夕依然激后生。”（《元都傲
骨》）“锦历翻开儿女志，彩虹依梦必
能圆。”（《滦河晓月》）“一啸长空天
上来，蹄生青霓化尘埃。”（《百灵酬
唱》）这样的抒情和感叹。

没有创造的诗词是没有灵魂的
文字拼凑，既没有可读性又没有文
化品位，不过是一种媚俗的杂耍而
已。田学臣诗词就在于独创。在

《马都之韵》中还有《多伦八景》也是
对多伦县名胜古迹和著名景点的描
摹和赞颂。因为作者出生于多伦
县，从小在多伦诺尔草原长大，深受
这里的人文地理和历史文化熏染，
写出的诗词全部是真情实感。“多伦
八景”中的《榆木川》曰“老树春深霞
日美，清风摇曳百花开。陂陀依旧
惜泉水，远客高朋觅古来。”“老树”
起首说明此地很古老，“清风”说明
此地环境很是宜人；“陂陀”转接上
两句引出下两句，陂陀意思是倾斜
不平貌。多伦榆木川地处两列山之
间，两侧都是阶陛状的斜坡。故作
陂陀；“远客”接着上句既是回答又
是全诗的结束语，络绎不绝的客人
在此可以考古哟！《姑娘湖》一诗写
法又有不同，“一潭清水映山丘，秀

木经风傲骨留。倒拽斜枝湖上醉，
影迷红叶看高秋。”因为诗人田学臣
也是摄影书法爱好者，他站在某个
角度开始看这个美景，就像照相一
样，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摄，依次
是远景，中景，近景，特写，一句一
景，疏密远近各不相同，如同电影的
蒙太奇一样一个长镜头展示在读者
面前。

第二，诗词语言的生动真切。
语言问题，不仅仅是文学写作，也是
从事其他行业最基础的能力。语言
是构建诗歌大厦的基石，没有足够
多的优质基石，就无法建筑这个大
厦。语言是思想、见识、性情、艺术
感觉的载体，在某种意义上讲诗歌
语言甚至就是诗歌的一切。田学臣
在青年时代就认真学习研读中国古
典诗词，读《诗经》、抄《楚辞》、习魏
晋唐宋的诗词，特别喜欢李白、杜
甫、白居易的作品，专门研习了苏轼
的人生轨迹和文学作品，积累了深
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中文功底。在
创作中，他始终秉承白居易的创作
理念，让大众理解，为人民服务，“我
尽量避开生字，选择大众易懂的字、
词入诗。我觉得写诗是让人读的，
读不懂则失去了意义，某种程度上
我认为是败笔之作。”（《马都之韵》

《后记》）所以，他的诗词大多明白如
话 ，促 膝 闲 谈 ，情 如 珍 珠 ，娓 娓 道
来。《碧草骋怀——田学臣诗词曲赋
集》中的《锡林郭勒赋》中这样写：

“改革之力度，如江河奔泻；开放之
宏略，似春风浩荡。边陲小镇，日新
月异；丝路口岸，车来人往。牧野新
村 ，诗 情 入 画 ；宽 街 闹 市 ，绮 彩 流
光。游观旺季，野韭飘香。民族团
结，酿和睦之甘露……”这些语句就
如促膝谈话一样。

我们都知道，简单的诗是不存

在的，只有从复杂提升到单纯的诗，
对具体事物的分析和对整体的沉
思，使感觉包含了思想的最大纵深，
也在最丰富的思想枝头体现出象感
觉一样的多重可能性。田学臣诗词
正是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写出了反映
内蒙古生活的诗篇，形成骏爽刚健、
慷慨悲凉、风骨遒劲、充满阳刚之气
的感人之作，如“举杯再饮庆功酒，
固我长城铸梦圆”（《马都之韵·纪念
二战胜利七十周年》）。再看《草原
骋怀》中的《浣溪沙·小杂工》一词：
喊 破 长 街 唤 小 区 ，三 轮 代 步 暖 风
徐。音容笑貌问人鞠。东户邀来鱼
换水。南园进入地修渠。纱窗安好
上新居。一阙浣溪沙，一个身处社
会 最 底 层 的“ 小 杂 工 ”跃 然 纸 上 。
田学臣诗词曲赋的语言风格一看
便知，不用多讲，听诗便知笔点墨，
风雨飘摇草木声。艺术语言进入
新时代，它的幽微、深邃、细腻、高
妙在诗人不懈的创作中，以真诚实
在和不加雕琢的形象呈现。就是
这样变化着，远比我们想像的更关
键，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刘勰在

《文心雕龙·风骨》中有云 :“怊怅述
情 ，必 始 乎 风 ；沉 吟 铺 辞 ，莫 先 于
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
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
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
焉。”这就是田学臣诗词中真实题
材、真实主题和真情实感所表达的
情真意切，进而形成一种叫作“风
骨”诗学的美的架构。

阅罢田学臣全部诗词曲赋不难
看出，田学臣诗词一是在挖掘内蒙
古风光的诗情画意上，赋予了独特
的文化意义。比如在《马都之韵》中

就有《草原八景》《多伦八景》，在《碧
草骋怀——田学臣诗词曲赋集》中
有《锡林郭勒赋》《多伦诺尔赋》《太
仆寺旗赋》，内蒙古的山水、草木、牲
畜、虫蛾、蜂蝶等等都是诗人的写作
对象，都赋予了文化的气息。二是
在诗词创作上赋予了新境界。比如
在吟草原香菇时，“潮起天边阔，风
吹草木深。香菇催客旅，网购诵佳
音”前两句化古诗句留我用，重组旧
句吟当今；后两句推词出新，意境成
新。一时间“草原香菇”文气自华。
在《五律·太仆寺旗行吟》（十首）中，
诸如《登崩崩山》《游宏大流域圈》

《再上小井梁》《过万寿滩》《吟卧牛
山》《石盆沟途中》等等，把太仆寺旗
的一草一木都作为行吟对象，既有
诗人对在那里工作奋斗的怀念之
情，又有他对那里一方热土和人民
的深深爱恋，赋予了诗意，蓄含了新
的文化意义。正如贾学义在《马都
之韵》序中所写“辽阔的内蒙古草原
上有越来越多的诗人、词家，他们创
作的大量诗词作品可谓汗牛充栋。
而内蒙古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
其崇尚自然、珍爱生命、热爱母亲、
热爱家园、团结和谐、包容开放等文
化内涵、必然支配和影响着内蒙古
诗人、词家的创作，内蒙古文化的内
涵也必然在内蒙古的诗词作品中体
现出来。”

在诗歌创作上，层次的发掘越
充分，思想的意向越丰富，整体综合
的程度越高，内部运动和外在宁静
间张力越大，诗，越具有成为伟大作
品的那些标志。田学臣诗词的意蓄
和诗学意义就在于给予了诗歌的内
蒙古文化的蓄含，内蒙古文化也给
予了田学臣诗词以真实、热爱和辽
阔的思想内涵。

（据《内蒙古日报》）

分分享悦读享悦读

田学臣诗词美学构建

田学臣诗词文化意义考察

书写精神探索之旅
——读中篇小说集《找信号》

■刘大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