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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诗人李季，我的耳边就会回响

起陕北高原上那独有的信天游的调子，

脑海里也会涌现诗人李季创作的民歌体

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和《石油大哥》等作

品。在我看来，这两首娴熟运用信天游

所作的叙事长诗完成了主体诗情与艺术

形式的完美结合，不仅在当时构成了语

言创新的巅峰，而且在时间过去了几十

年之后，其文本所包含的内容与形式的

高度融合，对于时代精神的形象概括与

提炼，对于新诗百年后的再创辉煌，仍然

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这两部长诗仍然具有精神启

迪价值。《王贵与李香香》写于 1946 年，

正值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反动派正在

集结一切力量要消灭解放区的人民军

队。这是战争无比残酷的时期，一如诗

中所写：“大红晴天下猛雨，鸡毛信传来

了坏消息。拿了鸡毛信不住气地跑，压

迫人的白军又来了！”然而，就是在这样

异常艰险的环境里，诗人李季却能够在

战斗间隙就地取材，运用信天游的形式

写出农村贫苦孩子王贵干革命，与李香

香在干革命的过程中产生一波三折的

爱情。作品所展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坚

贞品格和追求革命、向往美好生活的执

着，在当时那种残酷岁月里，一经发表

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鼓舞解放区军

民的斗志发挥了积极作用。70 多年后

的今天，当我们再来看这战斗爱情时，

仍 然 能 够 感 受 到 当 时 年 轻 人 的 追 求 。

他们无论对爱情、生活，还是对工作、战

斗，都有着非常可贵的精神面貌——阳

光 向 上 ，乐 观 无 畏 ，敢 于 斗 争 ，勇 于 胜

利。这种“战地浪漫”的品质，对于我们

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具有非常积极的启

迪意义，其诗歌魅力依然光芒四射，极

其难得。

第二，李季的创作始终坚持毫不动

摇地向下求生活、求思想、求艺术，对我

们 今 天 的 写 作 仍 具 有 艺 术 的 启 示 性 。

诗人李季的诗歌创作有一个非常鲜明

的特色，就是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向最底

层、最前沿的战斗者、追求者、理想者要

写作内容，要思想感情，要精神境界，要

表达的艺术手段。从他写的主人公王

贵与石油大哥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李

季一直都关注着当时战斗在最前沿的

先锋人物。他与他要表现的人物生活

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达到的熟悉程度

也一如诗中所写：“捏一个你来捏一个

我，捏的就象活人脱。摔碎了泥人再重

和，再捏一个你来再捏一个我。”这样融

合之情的表达，说明李季与所写人物的

心灵是相通的，所以能够直接把笔伸向

心灵的深处，写出人物动人心魄的精神

境界。他写长诗《石油大哥》时把主人

公当作挚爱的兄长，字里行间透出来的

情感是赤诚，是深爱。他以他们的生活

为生活，以他们的工作为工作，以他们

“向大海要石油”的渴望为渴望，写作的

心跳与石油大哥的脉搏是一个节奏，所

用的语言与“信天游”的调子完美融合，

所以他能写出至今让人看了仍然有代

入感，仍然有感染力的诗篇。我以为，

诗人李季的这两部长诗及其系列作品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值得当代诗人学习，

那就是魂系于时代先锋人物，把一己之

情怀记入时代之胸臆。这是非常关键

的成功经验。

第三，诗人李季时刻不忘向民歌民

谣、俗谚俚语要形式，要语言，要艺术。他

把中国思维、中国语言与中国形式融合在

一起，实现真正的中国式表达。任何艺术

形式都在发展变化，中国的语言也在发展

变化，但语言的根性是不会变化的。尽管

新诗是舶来品，而且注重感觉与精神的形

而上表现，但在我看来，因为根性的土壤

与生活习俗等先决因素已经形成了规范，

我们不能脱离了汉语天然的象形文字式

的表情达义，拽着自己的头发往上走。李

季一系列民歌体新诗的创作，就是把自己

的语言储备与思想情感的精力集中在民

歌、民谣与民间俗谚俚语上，进而实现创

造性升华。《王贵与李香香》发表已经 76

年了，但那韵味情味与精气神儿，一点也

没有变。如果我们要考察中国 20世纪 40

年代中期北方解放区的战斗生活状况，

《王贵与李香香》仍然有着最为真切的写

实场景与情感交流的丰富表达，它不仅具

有文献价值，而且对我们后人仍然具有强

烈的艺术魅力。

我是 20 世纪 70 年代先后读到了李

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石油大哥》等作

品 。 时 至 今 日 ，我 已 经 找 不 到 当 年 购

买 收 藏 的 这 两 部 诗 集 和 其 他 作 品 了 ，

但 李 季 给 我 的 印 象 深 刻 ，对 我 的 影 响

深刻。我一直都在默默地以李季为榜

样 。 2003 年 初 ，《中 国 作 家》副 主 编 杨

志 广 同 志 约 我 写 一 首 纪 念《在 延 安 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诗歌，拟发于当

年 5 月 号 。 我 随 即 就 像 李 季 那 样 运 用

“ 信 天 游 ”写 了 400 多 行 的 民 歌 体 长 诗

《翻 身 道 情》。 现 在 回 想 起 来 ，为 什 么

我 能 拿 起 笔 就 写 ，而 且“ 信 天 游 ”形 式

运 用 得 那 么 自 然 ，其 实 就 是 因 为 读 了

诗 人 李 季 的 诗 ，并 且 几 次 去 陕 北 都 非

常 注 意 收 集 民 歌 的 结 果 。 其 中 有 一

次 ，我收集了 500 多首“信天游”，回来

后 一 首 一 首 地 诵 读 整 理 ，对 陕 北 民 歌

的 语 体 形 式 虽 不 敢 说 烂 熟 于 心 ，也 确

实 是 掌 握 了 其 中 的 一 些 妙 道 ，所 以 写

起来兴趣盎然，一句一句叠压而出，像

山泉从心里涌出来一样。

事实上，大胆运用民歌写作的诗人

还有很多，电影《刘三姐》《五朵金花》等

都 是 在 采 集 民 歌 的 基 础 上 创 作 出 来

的。阮章竞的《漳河水》、公刘的《阿诗

玛》《尹灵芝》、高缨的《丁佑君之歌》等，

都是大量吸取借鉴民歌创作的优秀作

品。最近，曾获得全国新诗大奖的老诗

人李发模运用云贵民歌创作了 5000 行

长诗《呵嗬》。《诗刊》社老编辑周所同也

再次运用陕北民歌写出了《我的民谣》

等。他们都是从民歌中获取创作力量，

在新诗写作中寻求创新，努力突破的大

胆探索者。他们写出的作品不仅深受读

者喜爱，而且在诗的现代性上也有中国

特色的民族化追求。这一切都与民歌体

新诗创作的先辈李季有关。我们要永远

怀念他，继续走好他为中国新诗开创的

民族化道路。

著名作家孙犁曾撰文赞扬李季说：

“李季的创作，在文学史上，这是完全新

的东西，是长篇乐府。这也绝不是单凭

采风所能形成的，它集中了时代精神和

深刻的社会面貌……他不是天生之才，

而是地造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我

以为，这个评价是非常准确的，是对发誓

“千年的信天游黄土里埋，我要把它一镢

头一镢头挖出来”的诗人李季最高的评

价。他是大地和人民的儿子，是大地和

人民的诗人。

大地和人民的诗人
—读李季诗歌随感

■王久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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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甘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是国与天

下的基础。家族关系需要教育与情感

来支持。在漂泊的游子与故乡父老之

间 ，家 书 是 他 们 互 相 联 系 最 重 要 的 文

本。家书可以凝结为家训，出色的家书

与家训会成为家族与整个社会乃至后

世的共同财富。

朱广联编写的《家书有约》（天津人

民 出 版 社）一 书 ，遴 选 古 今 140 多 封 家

书，让人阅读起来不但能获得知识与审

美，更能体会到浓厚的亲情。

《家 书 有 约》在 古 代 部 分 用 现 代

价 值 观 与 理 念 选 取 了 周 文 王 等 人 的

家 教 故 事 ，包 括 其 自 身 的 成 长 经 历 与

他 对 继 承 者 的 教 育 ，内 容 旁 征 博 引 ，

分 别 来 自《列 女 传》《周 易》以 及 相 关

古 典 文 献 ，可 见 编 者 不 但 熟 悉 中 华 文

化 发 展 历 史 ，更 对 历 史 抱 有 敬 意 ，力

求准确无误。

近代部分内容也很饱满，作者既有

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

等，还有林琴南、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

文人学士。

该书的主体部分是抗战时期的家

书，作者包括抗日民族英雄戴安澜、左

权，伟大女性赵一曼，热血战士谢晋元、

高捷成、刘宗歆、何功伟，民族艺术家冼

星海……

此外，该书还选择了一些新时代的

英雄，特别是神九航天员和新冠疫情中

医务工作人员的家书。值得一提的是，

15 岁的姜堰中学生叶子，在援疆母亲生

日的当天夜里，以母亲的口吻给自己写

信，他这封特殊的“家书”被收入中国人

民大学家书博物馆。

古今有名的家书都有一个共同点，

即言简意赅，意味深长。140 多封家书

本身加起来内容不过万余字，而《家书有

约》全书近 30 万字。这其中包括编写者

整理的古今文献，遍寻图书馆、文史馆、

纪念馆、博物馆、名人名家陈列馆所得的

文献资料，还有对近现代名人的后裔与

家属进行的访谈等。

除了原始文献与原创文字外，本书

中还使用了大量图片。以文王篇为例，

该篇章包括文王的画像、《周易》的封面、

文王求拜太公像、牧野之战、太任教子、

清华校训、清华藏战国竹简《保训》、文王

陵、文王雕像等，内容丰富，与文字互相

佐证，形成独特的审美效果。

《家 书 有 约》从 一 个 独 特 视 角 为

我 们 展 现 了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魅

力 ，对 于 我 们 今 天 感 悟 中 华 民 族 精

神 、继 承 传 统 美 德 ，都 具 有 一 定 的 启

示意义。

品家书 悟情怀
■刘根勤

俗话说，“不动笔墨不读书”“好记

性 不 如 烂 笔 头 ”。 或 许 正 是 出 于 这 样

的 原 因 ，29 年 里 ，我 记 下 了 68 本 读 书

札记。

我的读书札记不仅要把书上精彩

的、有意义的、富有哲理的语句和重要的

片段记录下来，还要把读书的收获、心

得、体会、认识和感想等，结合自己的实

际，用文字表现出来。有时，我还会引用

原文作例证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想法，并

对全书的内容表达自己的感想与认识。

当然，这其中也有对名篇佳句的考证、注

释。而且多年来，我对自己还有一点要

求，那就是让每篇札记都独立成篇，都带

有一定的原创性。

从 字 数 上 说 ，这 些 札 记 长 的 三 五

千 字 ，短 的 五 六 百 字 ，有 话 则 长 ，无 话

则短；形式上并不固定，怎么想就怎么

写，不拘一格；有时会逐段地把作者隐

喻 的 深 意 找 出 来 ，有 时 则 把 全 文 用 自

己 的 语 言“ 翻 译 ”出 来 ，重 新 表 述 文 章

的 主 要 内 容 和 写 作 思 路 。 这 样 ，既 能

帮我更好地抓住中心，记住要点，还能

帮我理清思路，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这些年来，不论工作多么忙碌，我都

坚持做读书札记。就这样，日积月累，积

少成多，聚沙成塔，我的读书札记如今竟

也有三五百万字。它们成了我的“百宝

囊”，成为我积累的写作资料。每次创作

时，翻翻读书札记，总觉得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编写思想政治教

育教案时，总能从“故事仓库”里找到自

己想要的经典故事……

闲暇时，不管走到哪里，我身上都

会带一本读书札记，时不时地拿出来回

味一遍，而且总是百看不厌。有时我会

对照札记再重读一遍读过的书，总能有

新的收获。我喜欢把札记中最有意义

的段落重新誊抄下来，并注释上自己新

的想法。遇到需要背诵的内容便记在

书签上，把书签夹在书本里、放在口袋

里、或插在房间专放书签的袋子里，一

有空就读一读、念一念、背一背，时间久

了，这些知识就会在自己的脑海里生根

发芽。这些年，我的教案之所以能在政

治教员授课比武中屡次获奖，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我在反复读札记时常能捕捉

到更新、更多的思想火花、设想和灵感。

读书札记的意义就在于重读，重读

所带来的知识“福利”是巨大的。每当重

温这些札记，就仿佛见到一位位人生导

师与挚友，与其热情地相拥，互相成为人

生的知己。这样，读过的书才能真正变

为自己的精神食粮，进而升华自己，让自

己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

读书札记让我完成从生搬硬套到

独 立 思 考 的 飞 跃 。 札 记 是 大 脑 的 延

伸，它能帮助我记住书籍中的知识，记

住 曾 经 的 读 书 经 历 ，让 自 己 每 一 次 的

重读都有新的感悟与体验。它就像取

之不竭的泉水，在每一次的汲取中，新

的理解与感悟便伴随着重读源源不断

地 涌 现 在 脑 海 中 。 就 这 样 ，读 书 札 记

成 为 我 情 感 世 界 中 的 一 缕 阳 光 ，照 亮

我 心 中 的 每 一 个 角 落 ；也 成 为 一 剂 灵

丹妙药，补充我思维的困乏与干涸；它

更 像 是 一 双 温 柔 的 大 手 ，打 开 我 的 心

灵 之 窗 ，让 温 暖 的 阳 光 照 进 我 的 内 心

世界。

读书札记，它给了我力量，也给了我

人生前进的方向。

读书札记：阅读的延伸
■李文亚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视觉阅读·大美山城 胡传木摄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人间

烟火，是街头拐角处的早点铺，是山坳

里飘荡着的炊烟，是都市里的小吃一条

街，是红泥小火炉里的把酒言欢，是街

巷市井的嘈杂喧闹，是人间四月天的美

景和亲朋好友之间的相互温暖，看似平

淡，却最有人情味儿。“人间烟火好闻又

令人流泪”，老舍文中的市井百姓和美

好风景正是独具烟火气、人情味儿的艺

术表达，重读老舍散文精选《就爱这人

间烟火》（中央编译出版社）不只是在阅

读经典，更是从文字中品味生活的诗意

与温情。

老舍的文字里充满了质朴的美感

与细腻的情感。他从北京到了济南，

温情地描绘了“济南的秋天”和“济南

的冬天”，景与情的融合“把一点小伤

风 也 治 好 了 ”。 在 老 舍 笔 下 ，济 南 的

城、河、山影都具有古典清澈的美，但

他还是邀请读者秋天来这座城市，因

为“加上济南的秋色，济南由古朴的画

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这个诗意秋

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

济南的秋天是温柔的，冬天也不是

很寒冷，老舍用拟人的语言形容这两个

季节：“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济南的

冬天少了北方的寒风瑟瑟，充满着生命

的力量，“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

天下很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

它们唤醒”。

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种济南。在

济南生活了 4 年多，老舍没少写济南，

像《济南的秋天》《济南的冬天》《吊济

南》《大明湖之春》《趵突泉的欣赏》《春

风》等。在《就爱这人间烟火》中，老舍

感慨自己去过一些地方，但唯有济南成

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济南深深地印在他

的心里。这座城市的山与水融入了老

舍的血液里、文字里，只需要寥寥几笔，

济南的格调与意境就跃然纸上。济南

的四季都是流淌的风景，美到骨子里。

就算在冬季里，也能使人收获一份心灵

的平静与温暖。

每天都是忙碌的，生活就是充实

的 。 忙 碌 的 暑 假 充 满 着“ 流 水 账 式 ”

的 风 趣 和 幽 默 。 在《夏 之 一 周 间》

中 ，老 舍 一 边 感 叹 暑 假“ 偌 大 的 自

由 ”，一 边 感 慨“ 寒 假 ”的“ 假 ”字 和 自

己 是 没 有 什 么 关 系 的 。“ 整 理 已 讲 过

的 讲 义 ，预 备 下 学 期 的 新 教 材 ”“ 还

要 写 小 说 呢 ”。 所 以 ，虽“ 闹 钟 的 铃

自 一 放 学 就 停 止 了 工 作 ，可 是 没 在

六 点 后 起 来 过 ，小 说 的 人 物 总 是 在

天 亮 左 右 便 在 脑 中 开 了 战 事 ……”

“ 自 六 点 至 九 点 ，也 许 写 成 五 百 字 ，

也 许 写 成 三 千 字 ……”“ 九 点 以 后 ，

写 信 —— 写 信 ！ 老 得 写 信 ！”老 舍 的

一 天 是 非 常 充 实 的 。 他 不 仅 是 一 名

老 师 ，更 是 一 位 作 家 。 他 时 刻 沉 浸

在 自 己 的 创 作 灵 感 来 源 之 中 ，时 刻

体 验 和 捕 捉 着 平 凡 日 子 里 的 闪 光

点 。 在 体 验 之 中 ，他 一 刻 也 不 能 真

正“ 放 假 ”。 但 这 种 体 验 也 是 愉 悦 美

好 的 ，“ 浇 浇 园 中 的 花 草 ，和 小 猫 在

地 上 滚 一 回 ”“ 洗 个 澡 ，在 院 中 坐 一

会 儿 ，九 点 钟 前 后 就 去 睡 ”正 是 忙 碌

而轻松的烟火人间。

老舍是一个温和博爱的人，他亲

近世间万物，反过来世间万物都愿意

亲近于他。院子里来的一只小麻雀，

他一眼就看清了小麻雀可怜的样子：

“ 它 并 不 会 飞 得 再 高 一 些 ，它 的 左 翅

的几根长翎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的

长，似乎要脱落下来。”他想凑近小麻

雀 ，它 那“ 小 黑 豆 眼 带 出 点 要 亲 近 我

又 不 完 全 信 任 的 神 气 ”，这 使 得 老 舍

很难过：“它被人毁坏了，而还想依靠

人，多么可怜！它的眼带出进退为难

的神情，虽然只是那么个小而不美的

小鸟，它的举动与表情可露出极大的

委 屈 与 为 难 。 它 是 要 保 全 它 那 点 生

命，而不晓得如何是好。对自己与人

都 没 有 信 心 ……”文 如 其 人 ，老 舍 先

生 的 散 文 作 品 之 所 以 具 有 较 高 的 艺

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就在于他对世间

万物充满善意和感同身受，就在于他

的 文 章 有 着 对 世 间 万 物 的 思 考 和 艺

术化的表达。

正如老舍之子舒乙所言：“生活中

的父亲完全是矛盾的。他一天到晚大

部 分 时 间 不 说 话 ，在 闷 着 头 构 思 写

作。很严肃、很封闭。但是只要有人

来，一听见朋友的声音。他马上很活

跃 了 ，平 易 近 人 ，热 情 周 到 ，很 谈 得

来。仔细想来，父亲也矛盾。因为他

对 生 活 、对 写 作 极 认 真 勤 奋 ；另 一 方

面，他又特别有情趣，爱生活。”老舍确

实 是 热 爱 生 活 的 人 ，《就 爱 这 人 间 烟

火》辑选了 61 篇散文，基本涵盖了老舍

的经典散文作品。《去过一些地方》这

一辑，犹如怡人陶醉的画与诗，抒发着

老 舍 对 济 南 、青 岛 和 北 平 深 沉 的 爱 。

老舍曾说过：“生活是一种律动，须有

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

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老舍的散文

饱含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歌

颂，对亲情友情的怀念。读之亲切感

人，抚慰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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