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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 世纪的今天，诗歌的

发展日趋兴盛，诗歌的表现形

式也越来越自由，当下的中国

诗坛诗人众多，诗作琳琅满目

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残酷的

现实。

青海诗坛近年来呈现出的

繁荣创作也让人刮目相看。从文学地理看，各

个区域都涌现出了一批可圈可点的诗人，他们

无论是在地域的表达、还是诗歌的淬炼上都极

力呈现着独特的气质与韵味，他们的书写无论

成熟与否，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构建着整

个青海诗坛的开阔走向和审美取向，促进和推

动着青海诗歌走向更高和更远的平台。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想在创作中有所突围或是脱颖而出

并非易事。所幸的是来自故乡贵德的童世钰，

并没有另辟蹊径的夸张，也没有兀自出头的锋

芒，他只是将自己定位在诗歌园地默默耕耘的

一位劳作者，辛勤地劳作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不事张扬，却用埋头苦干诠释着自己对这片田

园的热爱。

《人间草籽》诗集中的200多首诗就是童世钰

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他对热爱诗歌的一种回

应。童世钰一直生活在故乡贵德这片热土上，小

镇悠久的历史，厚重多元的地域和民族文化赋予

了他建构诗意世界的能量。故乡的山水田园、风

土人情给予他诸多的灵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源

泉。他以灵动的笔触，挖掘生活的诗意，摄取人

生的风景，表达对生活的感悟与思考、悲悯与同

情。同时也在诗歌中倾注了自己所有的情感，或

明朗，或惆怅，或兴奋，或犹豫，或羞涩，或大胆。

总之，他努力在用一切美好来构建他色彩绚丽、

变幻多姿的诗意空间，试图将自己对诗歌的全部

热爱释放到每一段诗句和每一个字词。

作为一个有着村庄生活经验的人，童世钰

的诗里诗外都被一股浓郁的田园气息所包围，

在例如“村庄的小院里/一根陈旧的葱，正尝试
顶开初春的大门”“大地之腹日渐隆起/吹来的
风和颜悦色”“春天，我注定会坠入柳绿花红的
盛景”等等的诗句中,他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热

爱和诗歌的热爱倾注于笔端，一切有关春天的

事物便在他的诗句里真切生动起来。初春的

季节，小院里可见即将破土而出的新葱（羊角

葱），不久以后柳绿花红的春天盛景也将到来，

这一切源于春天的故事都在他锻造的诗句里

生动鲜活，一幅属于春天的画卷便在众人面前

徐徐展开。随着春天的盎然，他建构的关于人

间四季和节气时令的诗意便在他的诗句里摇

曳生姿，吸引我们进入他广袤的精神原野和细

腻的情感世界，感受其字里行间所描绘的诗意

世界。

“三月的每一寸温润/都有可能源于一只
报春鸟/殷勤的啼鸣”“三月，催生出蓬勃新绿/
那叫嚣的花蕊/多么像我另一个生命”“四月。
春风扮作身手敏捷的探子/披着柔软的盔甲，
潜入人间”。在童世钰的诗句里，有春天在三

月的萌动与娇嫩，也有春天在四月的灵动与俏

皮。而这一切，都源于他与它们无数个日日夜

夜的形影不离，源于他与它们朝夕相处的亲密

机缘。无数个在村庄里的日子，他看到和感受

到了太多来自父母以及乡亲与大地和生产息

息相关的命运纠葛。而这种与生命息息相关

又与生活生产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万事万物便

在他的诗句里光彩夺目。也正是在这样的诗

句里，我们不断捕获着童世钰用充满诗意的词

句淬炼诗歌语言的匠心所在。一如

他笔下描述的八月、九月、十一月和

十二月一样。每一个月份，似乎都

有不一样的故事，而同一个月份，却

也有着完全不同的书写。例如写十

二月，他的诗句中就有“十二月。山
河简陋/天空高高举起远山的裸
骨。”“十二月。满目山河/在古老的
钟摆声中次第垂老”的遍野苍凉，也有“十二
月的光，在人们的喟叹中/从稀疏的枝桠上滑
落下来/从奔腾的河流中咆哮而去”的气势与

胸怀。虽然生在黄河谷地，但作为青藏高原，

这里的冬天似乎注定是漫长而乏味的，但在诗

人的眼里，十二月自有它的风情，十二月也自

有它的气概。

诗集《人间草籽》中，童世钰写了大量有关

时令节气和地方风物的诗，这让他的诗在浪漫

的写意里有了更多的生活细节，从而使他的诗

有了浪漫与现实的双重演绎，在真切的现实场

景里散发着浓郁的浪漫气质，相得益彰的诗意

营造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与悠长韵味，从而显

现了他诗歌的张力。节气作为中国古代订立

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劳动人民

长期经验的积累成果和智慧的结晶。从古至

今，这种智慧从未停止在各种文学样式里的熠

熠生辉，而诗歌对她的表达则更为凝练有力和

意蕴深长。童世钰在充满田园气息和四季芬

芳的诗句中秉承和汲取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营

养，延续了中国传统诗歌中对于时令节日的关

注，将这些节气从古至今与人的亲密关系与时

间的流逝做了诗意呈现。

他的诗句中，有对春天的描摹：“除了暗藏
的花蕊/绿草像心怀旧事的少女/把婀娜的身
影，挂在三月的陇上。”更有清明时节的感怀：

“多少年，我目送了很多至亲的人/他们仿佛被

一场风刮走/刮到无灾、无痛、无喜、无忧的地
方/而我只能抱着一些轻轻地忧伤/在这个沉重
的日子，避开凌空而起的黄土/把缅怀之情，埋
在心底。”既有立秋的飒爽：“风嶙峋，繁华落
尽/那些莺飞草长的情绪/终结于一场零碎的
小雨”，也有白发垂垂的冬至：“冬至，我悄悄
解开风绳/放逐一部分嗷嗷待哺的孤冷。//让
它们趁着夜色，走一趟/牛羊尚未啃食干净的
草原/和白发垂垂的群山。”这些随着节气变化

游走的心境和景象成为构筑他诗意的想象与

现实，从而使其生活智慧和生命经验在诗句中

一览无遗。

童世钰从春写到冬，又从冬写到春，从小

满写到冬至、又从大寒写到清明，白露、立秋、

寒露、大雪、惊蛰、小雪、霜降等几乎就是他面

对生命的全部。而腊八、小年、二月

二这些时节所呈现的正是他生命里

属于这方土地的烙印。他写《腊八》：

“从崖口搬来的石头/兀立在巷道的
风口凭吊节气/一袋地里逃出的青
稞/为爱情，扬灰挫骨。”他 写《二 月

二》：“二月。许多过于伏地的事物/
被时间缓缓抬起。”他写《小年》：“小

年。母亲紧握一把死去的蓆芨/从烟熏火燎的
日子中/剔除与糖分无关的疾苦。”这些诗句都

是对当地民俗风物的诗意表达。当地腊八有

吃麦仁饭和献冰（或吃冰）的习俗，要碾成麦

仁，必须是去了皮的麦粒或青稞粒，而去皮的

过程就是童世玉诗句里“为爱情，扬灰挫骨”的

悲壮场景。献冰则是腊月初八正当三九寒天

时节，河床坚冰如铁之际，人们从河床取回冰

块放在田间地头、庭院中心或槽头棚圈中、果

树枝杈上，以示来年雨水充足，风调雨顺。当

地有俗语说“过了二月二，才算过完年。”于是

黄河谷地的人们一整个正月都沉浸在过年的

气氛里，只有当二月二到来时，人们才猛然惊

醒热闹已过，该整顿出发。“二月二，龙抬头”，

当地人用吃炒大豆来崩醒腊八时被糊住的心，

然后就开始准备春耕劳作，学生开始准备新学

期的到来。因此“许多过于伏地的事物，被时
间缓缓抬起”。而小年这一天，这里也是家家

户户清扫庭院、祭灶迎新的开始，所以母亲手

握的是用死去的蓆芨做的大扫把。无论春夏

秋冬，一旦所有的生活生产细节都以诗歌的形

式被加以演绎，我们徜徉其中，所感受到的也

不仅仅是春夏秋冬布满各色的自然景象，当然

也会看到一幅幅生动的生活场景，诗句里的四

季，包括青稞、老井、镰刀、斧子、白塔、老狗、麦

田等意象便会不断激活我们的记忆，让每一个

相遇的生命都显得清晰而灵动。

流水的温柔，大地的辽阔，高山的坚毅给

了童世钰丰足的营养，于是对故乡的深情、对

诗歌的热爱都在与他如影随形的时节里绽放

出诗意的花朵，且朵朵娇艳。而诗人时时流露

出的对故乡的凝望和村庄的留恋，正是他怎么

也走不出的乡愁。这也是每一个与故乡渐行

渐远的人无法忘却的记忆。犹如李白“举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马致远“夕阳西下，断肠人
在天涯。”崔颢“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
人愁”的意境，面对故乡，每个人都惭愧而卑

微。于是，他在《渐远的村庄》里写道：“放眼做
旧的庄园/锄头罢工，铁锹罢工。/初升的新月，
照不到麦浪里翻滚的飞镰/锅灶落满尘垢/风匣
子屏住了怒吼/父亲当年使唤过的/如今懒散地
躺在陈留的院落。”锄头、风匣、农具那些已经远

去的物件都在他的笔端叮咚作响，敲击着他那

颗永远无法走出村庄的心。在《与村庄比邻而

居》中写道：“在我尚未离开村庄的时候/好多事
物，比邻而居/它们用最传统的手段/喂养着彼
此。”又在《行迹》中写道：“那些揣在怀里的方言/
在异乡的雨水里受潮/在每一个深不见底的夜色
里/低声呜咽。”那浓浓化不开的乡愁在属于乡下

的村庄和属于那片土地的语言中穿梭，也在诗人

的心头驻足。

荷兰的柯雷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是古典诗

歌精神在当下的回响，他们虽然表现形式不同，

但在继承的同时，中国当代诗歌更多融入对人

性的深刻解读与思考，在精神层面扩展了诗歌

的深度，而且题材趋向丰富。在童世钰充满古

典意味的诗歌表达中，我恰好看到了这一点，也

深刻感受着诗人童世钰通过这些如影随形的时

令节气变化而折射出的对于世间万物的一种认

知与思考。德国诗人恩尼斯特维茨纳说，诗人

在情感的体验上与常人无异，只不过诗人能把

这些情感体验书写下来。童世钰作为一名诗

人，正是抓住了这些独特的体验，并将其营造

成新鲜而富于美感的诗的意境，从而使四季轮

回的足音、时令节气的变化、村庄袅袅升起的

炊烟和田野上父辈们忙碌的身影在他的诗句

里既具象又抽象地呈现。凝练的语言、充沛的

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使他的诗句读来温暖明

亮而又令人遐想万千。

正所谓诗人都怀着各自的悲欢，都可以掏

出来妆点草长莺飞的诗情。童世钰对诗歌的

热爱，从古典诗词中汲取的营养以及浪漫诗意

的构想和对现实社会的观照成就了他的诗歌

创作，他的诗充盈着他对乡土、对乡亲、对生活

的无限热爱。相信故乡万般美好与世间各种

温情都将在他的笔端流光溢彩，散发出唯有诗

歌才有的魅力。

——童世钰诗集《人间草籽》印象

□毕艳君

独行者的告白

写字的，画画的，弹琴作曲的，塑泥巴雕木刻

石的，还有拍电影搞前卫艺术的——实际上都一

样，都想把生命状态和感受呈现出来。至于浓淡

轻重远近，滋味是各有其好，各见真章。但是，文

学艺术的林林总总，花花草草，总有一个主流

——大概是指出俗入雅，以真善美熏陶人心。

这样说，是源于人类避恶趋善、崇尚光明

的天性。有时候，我的目光会被汪曾祺先生充

满人间烟火味道的描绘吸引，进而被他色香味

俱全，却又省略猛火大料的文笔俘虏——谁不

喜欢活着呢，活着真好，活着的闹腾与搓磨，活

着的风景与美好，不都是不可复制的珍贵体验

吗？我们的文学艺术，不就是对于生活和生

命、对于生存环境的认识、批判和赞美吗？

相由心生，文也一样。我读秦青的书稿

《我的绿色家园》，第一感觉是她格外热爱生

活。既是职业使然，更是爱和责任的驱动，秦

青绘制了一组由优秀的军人、退役军人和军属

组成的群像。她笔下的这些人物，像是柱梁成

为全书的筋骨。秦青的热爱生活，不是鲁迅先

生式的，也不是杰克·伦敦般的，而是被华夏

文化敦厚敏感的养分滋润过，被诗书礼教磨洗

过的。从她的笔名，我们可以看出陕西和青海

两地基本概况了她的生命过程。读文章，得知

她从秦而青已经二十多年了。在这二十多年

里，秦青用眼睛、耳朵、身体的灵觉和发自内

心的眷恋，拥抱着这两方水土。虽然三秦大地

的雨丝和柳枝不时拂动在秦青关于西宁、关于

青海的文字里，但是高大陆的千年古城越来越

成为作家描摹的重心了。青海，尤其是西宁的

历史地理、生态自然、书香琴语、风俗人情、城

建 交 通 、起 居 餐 饮 ，都 成 了 秦 青 认 识 这 座 城

市、亲近这座城市、融入这座城市、赞美这座

城市的观察点、感受点和认同点。穿行在秦青

文字里的虎台四季、夏花灿烂的湟水园、排灯

耀目的湟源城、力盟璀璨的夜景，感觉杂花生

树，诗意盎然。秦青用情用心地书写，表现和

讲解着西宁的前世今生、构架纹理、色彩气味、

性格气质，如数家珍。她完全不像是嫁过来的

媳妇儿，而是一个女儿——对西宁的热爱简直

扑面可感。秦青对于爱的描绘和表达，呈现在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高原也有江南”

“枕着海湖的风景入眠”，作家替谦逊的西宁人

表达着一种自足和骄傲。实际上，青海——西

宁自古以来就有包容五湖四海的气度。这片

土地既赋予本地人（谁是最初的本地人？）以尊

严，也将同样的尊重留予新来的居民。

通览全书，不难发现“真诚的爱”是秦青写

作 的 动 力 ，“ 细 腻 的 爱 ”是 她 的 文 章 的 魅 力 。

秦青的这本书文化色彩鲜明，她把对于西宁的

热爱转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书香和花馨是

她文章的品相和精神，也是具体表达自己和西

宁融洽度的象征物。秦青倾注了大量的笔墨

给西宁大大小小的书店绘影，继而写下多篇阅

读笔记。书籍和阅读，就像是一场场小规模的

旅行和交谈，投影在秦青的西宁的背景上，形

成了密径交错的内心的图案。我把秦青的这

类文章，看作是她对于西宁、对于自我、对生命

理解的一种提纯，一种予以情感“理性的钙质”

的表达。显然，经过沉淀、淬洗，重构的情感，

无疑更见华彩。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

实，天成妙手是既有训练和天分的因子，也有

社会际遇的作用。秦青的行文风格烁动着朱

自清等前辈作家沉厚的色泽，语气亲切，语言

朴实。她写人叙事描物，往往能突破种种“内

部视角”，而使文章雅俗共赏，笔触动人。

最能触动我的，是秦青的“花语”。作家真

是懂花语、知花意的解人。《满城丁香满城香》

《看那水仙花》《读荷五则》《雨中牡丹别样红》

《破寒惊春干枝梅》，仅仅是这些文题，就能引

发熟悉西宁的读者关于四时花木的记忆和想

象了。华夏民族自古以农为本，以农立国。先

民长期昼观风雨，夜望星空，以自然物种和稼

穑规律作为参照，找到了气候变化的关键节

点，逐步认识了事物的规律。极其细腻的观察

感受能力和尊重规律的极高智慧，活在我们的

身心和生活里。而花木作为自然的赐予和文

化的符号，具有多重表意功能。这些因时序而

不同，因形态而各异，因脾性而独立，因美丽而

慰人的精灵，是提醒我们生命变化的时钟，更

是呼唤我们生命能量的诗引。在秦青的文章

里，各种花木活泼泼地对应着人间活泼泼的生

机，读来仿佛金英翠蔓斜枝细叶摇曳眼前，暗

香沉华微芬浓芳轻拂纸页。秦青温婉绵密的

文字，在这类文章中得到最好的舒张。她细细

描绘，娓娓道来，密密实实又疏朗有致地展示

南川河畔的百日菊、公园里随着季节更替变换

色彩的八宝景天、街巷行道的丁香、广场上晚

开的海棠。她这样专注于花木，努力理解她们

的根杆枝叶花果，有时竟人面花影两交映。

我猜测秦青本能地洞悉花木是人与自然

的灵媒，须知植物的进化要远远地早于人类，

实在是蕴藏着生命无数的密码。在人类的历

程中，花木以自己的色彩、芬芳、果实和精神，

不断鼓励着人们“援建木而昆仑”。最重要的

是，秦青深深地懂得“那些蕴含在植物里的深

情”。情义，深情，这是秦青文章的关键词，也

反观出她对于花木深刻的理

解。这又何尝不是作家对于

西宁、对于人间、对于生命的

理解呢？

读者需要这样深情的书

写，爱的书写。

是为序。

——秦青《我的绿色家园》序

□郭建强

爱的描绘和抒情

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编织着人

类文明。民间特色刺绣用巧夺天工的技艺，体

现着各民族之间，用针线互动的传统生产生活

观念。

《青海民间刺绣图录》是一部以刺绣为背景

资料，观览青海历史古迹的文献书籍，作者冶存

荣长期在乡土调研、走访、采风，他以亲身走访

实践为基础，系统讲述了“青绣”从石器时代到

民国时期的演变和发展，展现了青海纺织业的

一个历史缩影。著作从“青绣”的发展延伸到生

息在青海大地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极具

文献价值。

读 冶 存 荣 用 几 十 年 时 间 整 理 创 作 的《青

海民间刺绣图录》一书，厚重的文献诠释出了

民 间 刺 绣 文 化 深 厚 的 历 史 底 蕴 ，它 像 一 朵 盛

开 在 青 藏 高 原 上 的 花 朵 ，诉 说 着 千 百 年 来 高

原 上 的 刺 绣 往 事 。 书 中 ，每 一 幅 刺 绣 作 品 独

具质感，绚丽的色彩、多样的构图给人以美的

视觉享受。它们是世居于青海的各族群众长

期 从 生 活 和 劳 动 中 汇 总

提 炼 出 的 文 化 艺 术 精

品 。 从 田 园 牧 歌 的 衣 食

住 行 ，到 农 家 小 院 炉 火 边

的 物 品 器 具 ，民 间 刺 绣 渗

透 在 百 姓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 ，成 了 青 藏 高 原 上 一 道

独特的风景。

——读冶存荣《青海民间刺绣图录》有感

□嘎旦增普措 青 措

于日月间穿针引线的“青绣”

对长篇文学作品，我

一向以为，一个好的结构

是 它 不 可 或 缺 的 艺 术 之

美。

在 整 理 采 访 录 音 的

同 时 ，我 开 始 考 虑《乡 村

造梦记》的结构问题。从

掌握的全盘资讯来看，苦

于无从下手。五年来，发

生 在 屏 南 传 统 村 落 的 文

创产业进程架构庞大，出

现的人彼此纠缠、发生的

事 纷 繁 杂 沓 。 从 2015 年

3 月林正碌进入屏南漈下

村 开 始 ，他 们 创 建 了 漈

下、双溪、厦地、前洋、降

龙、龙潭、四坪、前汾溪等

一 批 传 统 村 落 文 创 产 业

基 地 ，而 且 方 式 多 样 ，除

了林正碌开展“七天公益

艺 术 教 学 ”、引 入 新 村 民

城乡融合外，程美信团队

修 复 、保 护 厦 地 古 村 ；复

旦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开

展 校 地 合 作 ，在 前 洋 村 、

前 汾 溪 村 分 别 设 立 教 学

基地；天津泰达当代艺术

博 物 馆 创 办 棠 口 鼎 顺 文

化艺术中心；千乘桥文化

创意公司创建棠口、前汾

溪研学实践基地；南京先

锋书店落户厦地村，它营

造 的 水 田 书 店 成 为 全 国

最美书店……

一筹莫展之时，我想

到做减法，其他几个村落

文创振兴乡村的人和事，

只能忍痛割爱，仅留下林

正碌这一条主线。即便如

此，梳理起来依旧千头万

绪、纠结盘缠。龙潭文创

振兴乡村的现象，很多人

迄今还不知其前因后果，

不解和质疑者大有人在。但它真真切切是从泥土

里生长出来，而不是谁耗资修建一个花圃，再移植

进来几棵名木。必须让阅读者清楚明白这里发生

的一切，我提醒自己，不能为结构而结构。

为了让阅读者看明白林正碌的文创理念在

古村复兴进程中怎样一步步得以兑现，大的结构

上，采取了顺时间轴的方向往前推进，分三个文

创村镇逐一展开，从容地把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的来龙去脉讲述清楚。这个结构好比瓜藤，在横

向往前逐渐生长的过程中，纵向分枝长叶开花再

结出果实来，而这个结果过程，超越时间囿限，从

小长到成熟。其后再回归时间轴方向，继续往前

讲述村民们树立自信、城乡融合的故事。这样一

来，阅读者便可以将林正碌老师长袖善舞的策划

套路看个清楚明白，并能把这种文创振兴乡村的

成功经验传扬出去，惠及更多的空心村和更多的

农民。

龙潭文创村的乡村振兴一直在健康地丰富

和壮大，就像在一个原本没有文化作为的人身上

迸发出无限可能性，它的内生动力使之不会停滞

下来。这个结构的时间轴，起于林正碌到屏南漈

下村开展“七天公益艺术教学”，此前发生的人和

事在恰当的地方倒叙插入。截至 2020年六七月，

是屏南如何通过文创激活一个偏僻空心村的原理

已然成型，灰色的理念落在容器上绿意葱葱。这

样的乡村已经属于有源活水，形成河流是肯定的。

八月理好提纲，开始进入写作状态。这时恨

不能转瞬成书，快快把这件让人脑洞大开之事告

诉天下人。

起初取书名《我那山清水秀的乡村》，主观感

情上想把自己融入进去，乡村发生的故事与我休

戚相关，用第一人称介入和收尾，让读者产生被

带入感。正文前的楔子，是我初次进入龙潭时的

所见所闻，对梦一般的现实发出众多的疑问。尾

声是我最后一次到龙潭采访，林老师对疫情后龙

潭现象的新解。但书名太宽泛，缺乏指向性，改

成《乡村造梦记》，就把事情发生的地点和性质讲

清楚了。

写作过程中，时常白天无流畅思路，躺上床

要写的人物又在脑海里轮番登场、想写的故事也

一幕幕上演，还不时借梦排闼闯入，让人夜不成

寐。我只能顺其自然，昼夜不分地写，白天困了

睡、深夜睡不着起床执笔属家常便饭。在那一百

多天里，身体倍感煎熬，精神有点崩溃，最后失眠

成瘾。以一个平凡人的切肤体验，从生命角度感

受到那些不凡人物的非常情状，这让我联想起路

遥、陈忠实等大腕用身体博取文学作品的经典故

事。

写完这部书，一个原本散淡的人也变得忧心

忡忡起来。那些用生命激情为一方农民谋幸福

的人，那些不指望因此得到提拔、为乡村振兴义

无反顾的人，那些冒各种风险、勇于工作创新的

人……写作时活灵活现地在眼前晃动，为他们所

作所为感动，经常不由得鼻头一酸，双眼便泪水

盈眶，一遍遍修改时依然如此，这在我相对理性

的写作经历里是不曾有过的情状。

一位了解我过往写作经历的作协领导，在百

忙中，用一个小时听我介绍了这部书的内容，其

间也许因为我停顿了几秒的嗓音哽咽被细心的

他捕捉到，提出一些问题让我回答后，带着情感

对我讲：“你这个作品本身很棒，你是好作家，这

肯定是个好作品。我们都这一把年纪了，热情不

是那么容易被激发起来的。”

事后想起，总是一次次眼噙泪花，为那些流

汗流泪甚至流血的基层干部所感动，我也由此获

得了更大的力量。

《乡村造梦记》的写作经历告诉我，一部好作

品最好的艺术手法就是情感真挚饱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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