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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女作家雪归的

《风雨磐石》，是中国作

家协会 2017 年定点扶持

作品，近日由青海民族

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

正面写的是“山乡巨变”

的现实故事，内里是叙

述者心灵的河岸被不断

冲刷的感性显现。

雪归定点所在的青

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在湟水北

岸，坐落于祁连山北坡一个溪流淙淙的山谷里，

笔者曾几十次驻留和往返。新时代的县城早已

旧貌换新颜，周道如砥的马路，热闹气派的吐谷

浑广场，开启搬迁新生活的班彦新村……祁连山

脉绵延千里，横跨青海和甘肃两省，是土族、裕固

族、藏族、蒙古族、汉族等各民族共同的家园。在

湟水岸边长大，雪域高原各民族的风情文化留存

于我生命的血液里，看到雪归纪实与虚构并置的

《风雨磐石》，确实让我感动。她已出版多部中短

篇小说集，但长篇创制这是第一部。小说的主线

故事少了大开大合的冲击力，总体叙述和内涵却

比较饱满，尤其是文本深层“后乡土”时代卑微者

自我怜悯的那份情怀，相信会触动读者心弦。

中国是一个农本国家，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也

是在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

一书中提出了“乡土社会”一说，做出了“从基层

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论断。“后乡

土社会”是由“乡土社会 ”一词衍生而来。郭长

伟与王跃在《破土与重建：“后乡土”时代农村社

会关系的变迁与发展研究》一文中明确指出，“后

乡土”时代由于工业化、市场化等的冲击，乡土原

有的社会结构得以消解和重构。

雪归在《风雨磐石》的前言中这样说：当时代

的春风吹拂每一个乡村，那些曾经被生活的洪流

裹挟陷入黑暗和困顿的生命个体，繁衍生息的同

时怀着憧憬与希望，凭借辛勤和努力换来生活的

美好。一些人、一些事、一些场景，既生动鲜活，

也感人至深，让人难忘。

新的时代，新的乡村。如何借小说的方式呈

现“后乡土”时代的乡村，对作家是契机也是考

验。雪归以她的方式，“铺陈出乡村振兴道路上
的新图景，表现出卑微人生中的坚韧奋斗”“两代
人在这青藏高原的一隅树起人的精神的高塔”
（白描语），“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小说中以草
芽儿为代表的年轻人的回归，河湟谷地的村庄玛
佶，在铺建了一条返乡之路的同时，也让游子有
了一个寄托乡愁的地方。”（王山语）

首先，《风雨磐石》着力乡村视觉之美的塑

形。小说中的玛佶，虽是作家虚构的村落，但明

显的带有河湟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尤其花海农

庄的建成，让村庄华丽转身给人以身临其境之

感。

上山的路蜿蜒曲折，道路两旁，有许多玛佶

村民在售卖当地的特色美食和蔬果。美食多是

他们自制的，瓷实嫩滑的酸奶酸甜可口，黄澄澄

的狗浇尿饼酥软甜香，中间有孔的曲连里酥外

脆，绵软润滑的酿皮酸辣爽口，两面煎成金黄的

洋芋津津筋道酥脆……这些美食，都是这方地域

上的人们勤劳与智慧的结晶。他们早出晚归，为

络绎不绝的游客提供着价格公道、味美鲜香的特

色食品，食材多是当地自产，当天加工，当天售

卖，脸上挂着笑的他们用汗水和努力换取美好生

活。除了这些特色美食，还有甘蓝、豆角、黄瓜、

茄子、西红柿等他们自己种植的蔬果。所有这

些，可以让人在瞬间融入田园生活。

这是小说第一节《改天换地的玛佶》里的描

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的具体践行

中，玛佶变成了集高山花海、民俗体验、农事体

验、乡村休闲等为一体的活态经济体和生态旅游

区。

绿水青山，“后乡土”时代环保意识已深入人

心，《风雨磐石》以一个高原乡村打造生态旅游景

区的过程为主线，写出了一个乡村的今昔巨变。

在玛佶村土生土长的黄志远、李宝林、星成义等

人，为了花海农庄的建设不遗余力。如果说，这

些人因为生在乡村，改变乡村旧面貌是对生我养

我的乡村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而驻村“第一

书记”达昊霖，则是广大驻村“第一书记”的代表

和缩影。他们帮助贫困村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

准扶贫、为民办实事，带领广大群众脱贫致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

兴。无数的“达昊霖”以乡村为战场，在一次次进

村入户中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为乡村

振兴发展绘就宏伟蓝图。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

式的逐渐转变，雪归的小说采取了一种全景式描

绘，既有个体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也有群体的共

同面相。尤其是小说中一些人所展现的精神面

貌，不乏乡村内在自洽状态的精神气质，让一个

虚构的乡村既有颜值，也具时代和历史的内涵。

其次，《风雨磐石》着力探寻乡村的文化之

美。小说中黄志远父女二人着力于村志的编撰，

在村志最终出版发行时，作者借县志办主任达春

山之口这样说：“玛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而且民风淳朴，家风优良，玛佶人在这里繁衍生
息，历经沧桑。今天，欣逢盛世编修村志，整理族
谱，也顺应了‘盛世修志’的潮流。”

为村志编撰、为乡村手艺人谋出路，主人公

黄志远可谓不遗余力，他是一个难得的不断思考

乡村变革和振兴的农民代表。这样的人被树立

起来，自然让乡村文化在兴业富民、融合发展方

面有了更新和发展。除了村志，小说浓墨重彩写

到了搜集、保存、陈列和研究农耕生产工具以及

民间工艺品的乡村博物馆。有学者指出，作为一

种公共文化机构，博物馆的力量归根到底是文化

的力量，是植根于文化传承、致力于文化传播和

保护的现代媒介实体。《风雨磐石》中“土味”十足

的乡村博物馆，是乡村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呈现载

体，它的建成，既富民族特色，又具地方色彩。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就

一个乡村而言，文化同样不可或缺。乡村有了文

化的滋养，就有了别样的气韵。厚植文明，滋养

“文化之魂”，乡村才能在振兴之路上阔步前行，

步履铿锵。

第三，《风雨磐石》着力于新时代乡村的留根

守魂。

出走与留守，打工和回乡，时代的力量在冲

击人们内心的河岸。乡村的根在哪？人的魂在

哪？这是作家之问。中国作家网总编辑、作家陈

涛认为，《风雨磐石》多向度的乡土情感与文化观

念熔铸在多维叙事之中，六十五封写给自己的不

断向着内心世界开掘的信，与一个乡村走出贫困

的故事穿插并进，描摹出两代人的朴素愿景。赵

泉民、井世洁曾在专门的研究文章中谈到，在“后

乡土”时代，原有的宗族文化、商业、社会网络都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各种挑战，中国的发展

不能走老路，需要创新能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带给人们新思路，玛佶村在驻村“第一书记”达昊

霖和村干部黄志远的引导下走上了集体富裕的

振兴之路，在集思广益的发展中留住了乡村的根

脉。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雪归并不因现实的残酷

本质就以文字消极对抗，借用笔者对“后乡土”时

代作家情志考量，雪归也是“坚守自己的内心，敬
畏人生存的现实境遇，贴近自己悲悯的人去寻找
文学的力量”。这种精神气质无疑是乡村的灵魂

与根脉所在，是引导一代又一代人着力向上的文

明之“力”。尤其是小说中的黄志远，不论是他的

功成身退，还是拒绝与高万香的苟合，或者坚决拒

绝不学无术的儿子在村志编委中挂名，这种视人

格操守为做人之根本的表现，无疑是中国优秀农

民的代表。黄志远的身上所体现出的淳朴、热情、

善良、憨厚、勤劳、务实、大度等一系列品质，浓缩

了中国农民的精神之魂。

乡村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价值，主要包

括 历 史 文 化 价 值 、精 神 聚 合 价 值 、社 会 经 济 价

值。故乡至今依然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情感

皈依之地。雪归出生于河湟农村一个平常的农

民家庭，现在工作和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丛

林中，无法更多地去亲近土地和庄稼，她试图以

文学的形式去追寻自己的回乡之路。《风雨磐石》

中，当鲜花盛开的村庄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多彩

的民族风情、丰厚的文化底蕴彰显河湟的大美与

丰厚；当石匠、木匠、口袋匠、擀毡人等传统手工

业者一个个登台亮相，诉说过往的艰辛以及对未

来的希冀；当磐石与草芽两个不同意象与人物的

坚韧、成长等状态高度契合；当乡村文化与乡村

振兴“邂逅”，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书柜、八瓣梅、

博物馆、烽墩等等类类，以及众人合力建设的花

海农庄，无一不是这三种价值的体现载体。

其实，人类的精神和情感是相通的，人无法出

卖灵魂以换取知识、爱情和财富，人生的深邃或者

说崇高来自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风雨磐石》中，

“他视角”的第三人称叙事和全知视角的“我”记录

自己心路的六十五封信构成双线叙事的独特结

构，外在叙事与内心独白错位映照，丰富了叙事的

内涵和文本的张力。同时，诗体悲剧《浮士德》潜

在阅读构成更深层文本驱动力，以镶嵌的方式与

叙述者深层的情感交织，深化了小说叙事主体的

德性考量和哲学思辨，看似简朴的乡村振兴的写实

故事，因“后乡土”

时 代 精 神 的 多 元

把握，带给故事鲜

活而深挚的意蕴，

多 了 生 活 理 想 和

精神探寻。

——评雪归长篇小说《风雨磐石》

□李生滨

““后乡土后乡土””时代的理想与追寻时代的理想与追寻
土族男子那朝庆，是个安静低调谦和的

人。很多时候、很多场合言语不多，多的是

温文尔雅、意味深长的微笑，而他的内里却

装着一片喧腾不息的江湖，装着草木万物，

装着民间烟火，装着人世悲欢，装着一个男

人执着而浪漫的梦想。

“其实，愈是朴素单纯，愈有内在的芬
芳。人也一样。”他在由台海出版社新近出

版的散文集《东山有雨》一篇作品中如是

说。这可以印证他做人为文的秉持和格调。

他沉静地行走在土乡山水之间，苦苦求

索，有时，像一株枝叶婆娑静听风雨的白桦，

有时像一穗麦芒流金沉醉山野的青稞，在一

方水土的淳朴厚实里汲取文化血脉，在一个

民族风雨漫漶的记忆里打捞精神遗产，炮制

一只属于自己的独到的酒盏，盛放心灵酿造

的醉人风景……

朝庆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位土族汉

子。这一方水土的气质以及一个由遥远北方

辗转来到这里的古老民族的精

神传承，都在滋养和影响着他

的灵魂和情怀。在教书育人的

繁忙工作之余，他的思维就走

马于文字诗意的原野上，驰骋，

流连，冥想，嘶鸣……

正是这一方荟萃山水人

文，蕴涵至善大美，淳朴敦厚

而又神奇瑰丽的地域赐予他

精神奔腾的疆野。这里有北

山林莽、松多草原；有丰稔的

稞麦、飘香的美酒；有佑宁禅

寺、五峰古刹；有安召舞、轮子

秋、花儿和社火……缘于饱含

历史文明奶汁的山川走廊的

喂育，这方地域蕴藏着丰厚的

文化矿脉。昆仑文化、祁连文

化、草原文化、中原文化和西

域文化之风都曾吹拂润染过

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这里深深打上了多元文明的

烙印。这一切，都强烈刺激着

他抒写和倾吐的欲望。

正是这个被誉为彩虹一

样的民族的历史传奇给了他

坚韧的毅力和不衰的热情，给

了他一支吹奏生命之歌的美

妙动听的骨笛。在风云际会

的宏大时空里，土族先民锲而

不舍，砥砺奋进，向着太阳，追

逐彩虹，创造了新家园、新生

活，同时不断汲取各民族优秀

文化，创造了自己独具特色的

历史文化。源于此，作者的文

字就拥有了独特的底色、光亮

和暖意。

《东山有雨》这本散文集

子里十数万文字一句句、一行

行叙说着作者追求生活和文

学理想的心路历程，像一幅色

彩繁复、针脚勾连的盘绣——

太阳花，散射着平静却又鲜亮

的生命光泽。土地一样沉厚

朴实的心灵，青稞酒一样热烈

冲动的情感，漫山遍野的庄稼

一样多彩温和的色调，一同构

成了这部作品大致的风貌。

深夜，在这座西部城市的

高楼上品味这些文字的时候，

我的心弦一次次被轻轻触动，

产生自然的共鸣；心思一度飞

回我曾十分谙熟和深恋着的

那片土地，在艳阳高照的青稞

地里穿行，在鸟雀啼鸣的桦林

里穿行，在云遮雾绕的达坂山

穿行，在酒香氤氲的小镇穿行，在彩袖飞舞

的花儿里穿行……

缘于熟悉，就相对敏锐，感觉易于唤醒，

情思易于泛滥。那些熟悉的风物人情，如一

株瓦蓝青稞，一朵金色菜花，一片飘零的秋

叶或冬日的雪花，一阵风，一场雨，或布谷的

一声浅唱、雄鸡的一声啼叫……都使人产生

一种美好的眷恋和莫名的伤感。

《东山有雨》中许多短章长幅的声音、气

味和景象里都弥漫着一抹挥之不去的情愫，

浓浓淡淡，撩人心扉，那就是所谓乡愁，对精

神故乡的记忆及现代文明境遇中精神返乡

的种种困惑。他写道：“在苍茫山河间，每个
人都能指出一个原点。这个原点就是故
乡。”乡愁，是他散文写作的一个突出主题，

在很多篇幅里都浸润着这种或深或淡的美

丽的忧伤。正如江弱水在《诗的八堂课》中

所言，乡愁是对逝去的美好事物的追忆，也

是 对 时 下 个 人 难 以 应 付 的 现 实 达 成 的 妥

协。它总是与过去、母亲、童年和自然等名

词加以置换，是一种甜蜜的忧伤，高贵的痛

苦。

朝庆生长于一处叫东山的山野乡间，后

离乡生活在县城。在现代化的飞速进程中，

地理上相隔不远的故乡在心理上相距越来

越远，只留下一个虚幻模糊的背影。在《东

山有雨》这篇笔调优美、意象隽永的小品中，

却承载了一个离乡者悠长的思念和沉重的

情感。东山有雨，像是一种凭吊，但更多的

是一种祈愿。东山是他生命的原点，离开多

远，都有一条隐形的线始终牵绊。因故，这

个叫东山的地方，就成了他一生的牵扯和爱

恋，永远难以绕过的乡愁。在记忆中，曾栽

植在没有忧伤的坡上的青杨，如今也繁衍出

了许多不一样的情绪。因为那曾经漫山遍

野的青稞和小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连

吃一顿麦索儿也成了奢望的事情，山坡上的

云一样飘动的牛羊也好像稀疏了，荒草淹过

了膝盖……

在故乡，一些事物日渐消失，不可逆转，

但乡土里生长繁衍的那种古老精神和希望

永不破灭。在这篇作品的结尾，在故乡阳光

一样的油菜花里，我看到，作者的审美境界

又升华到一个新的尺度——

一朵花里，能看到宇宙的庄严，看到美，
以及不屈的意志。即使暴风雨也奈何不了
花朵竞相绽放。油菜花总是很艳，黄得耀
眼，金灿灿、脆生生、纯粹的黄，给大地浮想
联翩……其实，愈是朴素单纯，愈有内在的
芬芳。人也一样。

故乡的天空时而阳光白云，时而风雨雷

电，而天空下的大地有时吉祥如意，有时哀

伤叹息。那种无处不在的乡愁有时裹在早

春桦树的冰凌里晶莹剔透，有时缠绕在炊烟

里袅袅飘拂，有时在青稞酒香里氤氤氲氲，

有时在割麦的镰刃上闪闪烁烁……

在他的笔下，一幅幅饱

蘸复杂情感的故乡写意画精

彩纷呈，呈现“所有的清瘦、

丰富与饱满”，令人喜悦，令

人忧伤，同时给人深沉的思

考。这些由文字描摹、刻画、

重现的画面，来自作者切身

的生活感受和深刻的记忆，

细节毕显，感情丰沛，所以格

外 逼 真、细 腻、生 动、感 人 。

他写青稞的精神，说青稞从

远古走来，一直坚守生命的

信念，坚守高原，“一粒青稞
便是宇宙缩影的微粒，对应
着所有看见的与看不见的万
物之灵犀。这种灵犀，便是
青稞固有的本质。”他 写 麦

捆：“竖起的麦梱经不住自身
的重量，又跌倒在地上，躺成
一排，如熟睡的士兵。无论
是站着、躺着，我觉得他们都
是美的……”

在《小麦金黄》里，碧蓝的

天空，金黄的麦田，兴奋的村

庄以及勤劳慈祥的父亲交融

在一个丰收的季节和金色的

海洋里，父亲的草帽上闪着金

光，汗滴里闪着金光……在他

眼中，父亲成了这一幅金黄风

景里的主角，成了他生命中金

黄的小麦和温暖的阳光。这

不啻是一首献给辛勤劳作的

父亲的赞美诗——

在父亲慈祥的目光中，
小麦最先腼腆地低下头，笨
拙却温柔地轻轻摆动身子，
把柔情悄悄地变成一股浪，
淹没父亲，淹没田野，淹没村
庄，甚至要把已经很蓝的天
空再洗一洗……一瞬间，田
野铺上了黄金。父亲的汗珠
滴入泥土，缓缓进入根须，涌
上茎秆、麦穗，整个田野在涌
动，涌动起阵阵麦浪，淹没了
整个山岗……

在这本集子里，乡愁这

个主旋律贯穿始终，自然，还

有几支复调的衬托，使整个

旋律、音色、节奏、情调更加

丰富多彩。有不少篇幅描写

赞 美 故 乡 的 原 风 景 民 族 风

情，展现山水人文之美，同时

流露出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生

态现状的忧患意识，警醒人

们敬畏自然，保护自然，与自

然和谐相处，看得见青山绿水，留得住乡愁；

保护传承优秀的乡俗民风、道德礼仪，留得

住文化根脉。

《五峰烟雨》《园圃达坂》《南门峡的脚

印》《湟水东流》等作品在讴歌自然美的同

时，也涉及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类某些做

法、行为的反思和诘问，使作品主题的开掘

更深了一层，跳出了描写风物散文只描景抒

情的窠臼。比如在《南门峡的脚印》中，他在

却藏寺悠扬的诵经声和袅袅香烟中，想到了

古老文明的传播，想到了心灵的慰藉，想到

了生命的秘密。当他把脚印留在这片净土

上，准备回去时，留下了一声叹息：“我匆匆
地把脚印留在了南门峡碧绿的原野上，我不
想把人世的繁杂带给这片洁净的土地，我不
想因为我的介入，打破燕麦川的宁静……”

《班彦，一个村庄的新生》《小庄：一个土

族村庄的文化记忆》《盘绣：历史与现代纠结

的民族符号》等作品中，作者在变幻无穷的

现实中观照析理，在漫漫无际的历史长河中

捕捞，追寻一个民族曾经金戈铁马、可歌可

泣的过往时光，望着一个马背上的民族远去

的背影，低吟着一首苍凉悲壮的历史挽歌；

看着今天一个民族的新生和美好未来，又高

奏一曲响遏行云的时代赞歌。他对小庄村

的深情期望是，它承担着的不仅仅是发展旅

游业提高收益，更重要的它还应该是一个承

载着文化记忆和民族希望的村庄。

愿这部作品能给读者带来对湟水北岸

这一方土地、一个群体

新的认知和新的审美体

验，并祝愿朝庆继续砥

砺前行，激扬文字，吐故

纳新，书写有关麦子、有

关桦林、有关青稞酒、有

关父亲和有关故乡的更

精彩的故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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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德文学青年童世钰

对写诗的执着，可以从他

前几年在微信中贴出的每

日一诗中看出，我想，这样的执着和爱，就是诗意

的最直观的表达吧。

写诗，是心灵在诗意里徜徉轨迹的一种记录

方式。对于童世钰来说，“决定写诗，绝非偶然。
之前写过一段时间的散文，感觉直白的表达跟我
含蓄的性格还是有点出入，后来可以把一些描写
表述得隐晦了，但读起来总感觉有点词不达意。
直到接触了诗歌，短促而简洁的文本适合于我的
表达。”

写诗，不仅仅需要好的文笔，还需要有独特

的诗意的思维。诗歌语言，需要注重用恰当而充

满新意的语言让表达的内容更合理化，让意象、

隐 喻 呈 现 作 者 的 感 官 经 验 、生 命 情 绪 、审 美 角

度。诗意或诗境通过意象呈现，又借助隐喻进行

雕刻、塑造、拓展，这是诗区别于其他文体最基本

的特征。而他对于文学的审思、诗歌语言的积

累、对层次的把握，在意象与隐喻中达成的和解，

提升了他诗歌作品质朴的品质和自然的灵动。

童世钰比较重视行文的节奏、韵律、语感。

他借一粒草籽，敏锐地捕捉着生活中诸多不易捉

摸的因子，化身诗意的词句，让其趋于丰满，营造

出自我诗意的广阔的天地，描写出自己对周围世

界的感觉。他的诗句，将城镇化进程中故乡的精

神底蕴与生存环境精炼地表达了出来。

作为一名忠实的记录者，他在力所能及地还

原着生活的真实，在诗中形象地将自己精神原乡

进行着美学表达。他的诗句中，流动着对生命的

感悟，比如“枝头孕育的火焰在等一场风/一场更
大更猛烈的风”（《春讯》），使得自然的物象平凡

而具原始的张力，向语言敞开自身，在自然的回

响中披露内心生活。他在诗中进行创造，对思想

和情感进行着自我的辨识和梳理。虽然在内在

承接与延续上还没有达到更多的展开，但对诗意

的寻解方面有着自己的认识。

在他的诗集中，我们处处能看到他的身影，

听到他的心声，读到他的娓娓心语。他人生的经

历、内心情感，都从字里行间显现出来。

在童世钰的诗中，我不仅感受到了童年的风

韵 ，也 感 受 到 了 现 实 的 力 量 ，这 里 有 灵 魂 的 家

园 ，比如，“午后，阳光依旧/母亲指了指散落在
地上的枝丫对我说/孩子，面对生命/你一定要学
会内疚”（《春天，我写下内疚》），也能谛听到诗人

对于明天的憧憬，比如，“等吧，等所有的草芥/蜕
尽骨头里的顽疾/春天必定等来一声惊雷”（《冬
至将至》）。家园在绿风中呼吸，亲人在故乡劳

作，在有雨的秋夜里，在三月的风上，他青春的笙

箫美妙地响起，流泉般汩汩而出的青春的诗篇，

表达着自己的心曲……这是一位青年诗人的艰

苦追寻和顽强追求。

直觉告诉我，童世钰试图在每首诗里给人们

这样一种印象：冷静而又甜美的忧伤与刚强，诗

人独自踱步于岁月的村庄里，心中有着抹不去的

千般思绪，这些思绪和感触是他人生的体验、心

灵的历程。“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填进每一块关
节的都是喜悦、惊讶”（《长夜颂》）。

从他的诗集可以看出，他的某些作品中尚存

些许焦急与浮躁，这也是很多人写作前行路上不

可避免的自然现象，无论从童世钰的年龄、阅历

以及创作实践，还是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

这一现象的产生都会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他的

诗集从整体中所体现出的对人生的认真思考，对

理想的不断追求和向上的力量、对生活的热爱以

及对生命的礼赞，足以使我们了解到他正逐渐走

向成熟的青年诗人的生态和心态。我想，随着对

生活的感悟、对生命的理解，他的视野会不断开

阔、不断丰富，思考也会更加深刻，激情也会更加

浓烈，所创作的诗歌也会更准确、更形象、更具艺

术感染力，更能精准地表现出自我和我们这个时

代的青年的精神面貌。

贵德乃至青海文学的后劲在哪里？这本诗集

同样背负着强烈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使命。尤其是

面对新时代，如何呈现自己身处的特有地理地缘

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讲好青海

故事，如何将高原文学转化为文学的“高峰”，成为

我们这些热爱文学的人们需要努力去做的事情，

也是我们这些诗歌爱好者们需要探索和攀登的一

座高峰。

凝练、节制，这是

对语言内里的要求，也

是诗歌最基础的要求，

希望童世钰在今后的

诗歌创作中让诗语的

构建走得更远一些。

——读童世钰的《人间草籽》

□李元业

草籽上的诗意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