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朝阳区东四环南路55号 查询电话：（010）87622114 邮编：100122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松榆里支行 账户名称：《中国新闻出版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账号：110060900012015027658 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16号
发行单位：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发行方式：邮发 国外总发行：北京399信箱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每份1.37元 录入组版：本报机房 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采风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
■2023年9月11日 ■星期一 ■责编：李子木 ■版式：桂政俊 ■责校：耿道川 ■邮箱：zbs404406@163.com ■热线：（010）87622067

■嫣然思语

我的报业生涯开启于 40 年前，大学
毕业被分配到淮河南岸的一所高校做校报
的采编工作。和新闻系毕业的人不一样的
是，虽然都是办报，但我却并不热衷于

“倒金字塔”类的新闻写作和编辑，而是
更希望做一名文学副刊的编辑，感觉只有
文学这片天空才能让我放飞梦想，更好地
体会文字的魅力。

学校紧邻烟波浩淼的龙子湖，远眺苍
翠的曹山，湖光山色，风霜雨雪，天地间
一年四季变着样地呈现出缤纷画卷，无声
地演示着岁月的更替、时光的流逝，牵动
着人们的情感思绪，催生出玲珑清秀、蕴
藉隽永的文字。

当时的校报虽然半个月才出版一期，
却是学校一个不可替代的文化园地，既报
道和记录学校的新闻，也传播和倡导先进
的文化，算得上是师生们的精神食粮。虽
然每期报纸只有4个版面，但都少不了一
版文学副刊。这个副刊的名字叫 《淮
柳》，我分配到编辑部后，如愿地成为它
的编辑。

以“淮柳”这两个字命名副刊，显然
是寓意文学当如淮河岸边的依依杨柳，生
机勃勃，婀娜多姿，字里行间透着诗情画
意和地域特色。编辑部的老同志补充介绍
说，“淮柳”还曾经是学校文学社的名
字，几年前由几个爱好文学创作的同学
创办，是当时最活跃的社团组织，也是
全市乃至全省比较有名气的学生社团。
文学社成员的作品曾登上过省市日报的
副刊。可一年多前，由于骨干成员毕业离
校等多种原因，文学社中止了活动，像一
个传说沉淀在岁月深处。从此，《淮柳》
文学副刊就成了校园文学的最后一块阵
地。而我则光荣地成为和这阵地共存亡的
一名战士！

我坚信有阵地就可以树大旗，有大旗
就不怕招不来“勇士”！我利用假期的空
闲时间，钻进资料室把以往的报纸仔细地

翻阅了一遍，以期对学校的文学创作水平
有个基本的把握。同时，也是想从报端发
现一些基本的作者。

办报办刊，前提是要有丰富的稿源，
一开始我还有些担心，怕在这样一所财经
类高校缺少文学写作的好手。接下来的事
实告诉我，这个担心是多余的。虽然这是
一所财经类院校，但学生中却有一大批文
学爱好者，有些甚至原本是想考中文系当
作家的。虽然没能如愿，可心中文学的火
种并没有完全熄灭，渴望着有一天能迎来
浩荡春风，让这火种燎原，照亮青春的时
空。于是，他们当然地成了《淮柳》大旗
下的第一方阵，散文小说诗歌等各类体裁
的稿件，三两天便将挂在教学楼里的投稿
箱塞满了。

更令我欣慰的是，与这帮朝气蓬勃、
活力充沛的年轻人同样活跃着的，还有一
支特别的队伍，这就是几乎同样年轻的教
职员工，与学生文学爱好者一起，共同成
为《淮柳》副刊的铁杆强援。

他们中有的是《大学语文》老师兼文
学理论研究者，我就约他们给 《淮柳》
写点短小精悍的文学鉴赏类文字，意在
帮助学生读者提高文学素养；有的本身
就是诗歌创作爱好者，时有随兴而发的
短章长句，我一旦得知便讨来刊发，算
是给学生诗歌爱好者树一个标杆；有的
爱好书法美术，我就请他们为副刊设计
刊头、题写刊名和文章标题。学校后勤
处有位青工酷爱文学，在我到任之前，
就曾在 《淮柳》 上刊发过几首短诗和散
文。我上任后，前任编辑把他推荐给
我，并嘱咐我多给他些指导。当他如约
来到编辑部，把他新写的几首诗和一篇
小小说拿给我看时，我从中读到了一丝
有别于学生文学爱好者的风格，文字虽
然质朴甚至粗粝，却真实地表达了职场
青年独有的人生感悟，且没有常见的那
种学生腔。我留下了他的几首诗，次月

就在报纸上发表了。此后直到我离开这
所 学 校 ， 几 乎 每 年 都 要 刊 发 他 几 首
（篇） 作品。他也由此起步，持续努力，
顺利加入了市作家协会。

《淮柳》副刊既是校园文学的前沿阵
地，又是桥梁和纽带，团结和凝聚了一批
文学爱好者，进而成为文学社团的孵化
器。那一年的春天，经常在《淮柳》上发
表作品的几个同学相约发起了“龙湖诗
社”，一群激情满怀、痴迷诗歌的年轻人
走到一起，办诗会出诗刊，赞美人生，歌
咏爱情，笔耕文学园地，放飞青春梦想，
一首首作品陆续登上了 《飞天》、《诗歌
报》、《星星》诗刊等“大雅之堂”，一时
闻名遐迩。我也适时在那一年5月推出了
4个整版的《淮柳》“校园诗歌特刊”，为
校园文学呐喊助威。

《淮柳》副刊也成为校园文学爱好者
起飞的平台。若干年后，再看那几批

“淮柳作者群”中的佼佼者，有的成为专
业的文学和影视工作者，有的虽然是财
经专业的教授专家，却时不时地有诗文
作品在 《作家文摘》 等文学报刊亮相。
每每回忆起“淮柳依依”的时光，他们
总是感慨万千。

《淮柳》 副刊在编者与作者的通力
合作中获得了新生，并受到越来越多
的师生喜爱，稿件越来越多。而我在
阅读这些来稿中感到，有很大一部分
稿件，虽然文字表达通畅流利，文章
的内容也比较适合青年学生的现实需
要，但文学性不是很强，放在文学副
刊上有充数之嫌，如何安排这些稿件
让我颇费心思。

恰巧那时候学校把学生的心理和精神
健康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倡导学生确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给了我一个
启发。我觉得那些说人生感悟、说情感得
失以及谈学习方法、谈读书体会的来稿，
虽然算不上是文学作品，但它们的内容却

正好契合了这种现实需要。于是我冒出了
一个新的念头：能不能在文学之外另创办
一个综合性副刊？

想法有了，但“综合副刊”怎么办却
是个新课题。那个时候说起“报纸副刊”
首先指的就是文学副刊。再宽泛一些，也
不过就是专题类的副刊，如国际副刊、科
技副刊、学术副刊等。这类副刊其实就是

“专刊”，庄重有余，活泼不足。而我想办
的新副刊则既要和已有的文学副刊有区
别，覆盖又不宜太过宽泛，版面内容不能
太杂，要在“综合中作出专题特点，在专
题里突出综合风格”。简而言之，就是做
一个能讨青年学生喜爱的思想性、知识
性、趣味性合一，探讨人生、交流思想、
求知劝学，文风活泼、文字清新的副刊。
校宣传部的领导同意并授权由我来创办这
个副刊。

生活工作在大学校园，每时每刻都
能感受到青春的朝气，更能看到青春洋
溢的万紫千红。我觉得这正是青春的色
彩！生命的色彩！而挥洒青春的色彩、
描绘青春的色彩、赞美青春的色彩，正
是我将要创办的副刊的目标和意义。于
是，我毫不犹豫地把新的副刊定名为

《青春色》。
相比《淮柳》副刊，《青春色》副刊

的版面内容更为宽泛。从青年学生的心理
健康到学习上的答疑解惑，从青春的思考
到生活的感悟，短小精悍的文章给人启
发；从棋艺牌技的传授到音乐书画的鉴
赏，有“自由钟”“心香一瓣”“青春寄
语”“书画苑”等专栏，有杂谈，有评
述，有咨询，有交流，不求高、深、全，
只重真、实、新，师生读者普遍反映副刊

“活泼、亲切、可读”，可为“良朋益
友”。还有人评价：《淮柳》怡情，《青春
色》益智，堪称校园文化的双翼，并拟了
副对联，赞曰：淮柳染上青春色，校园盛
开文明花。

淮柳染上青春色
□查理森

如果说情人节的“节花”是玫瑰，
母亲节的“节花”是康乃馨，重阳节的

“节花”则非菊花莫属。
菊花是我国的传统名花，古代被称

为“花中四君子”之一，今天又跻身于
“十大名花”之列，一直深受人们的喜
爱。尤其是诗人，对菊花更加喜爱和赞
赏，留下了许多歌咏菊花的名篇佳作。

诗人爱菊，首先在于它本身的美丽
和幽香。

唐代诗人李商隐 《菊花》 中有“暗
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的名句。诗中
的菊花，每一种都美丽非凡，互相映衬
之下，更加鲜艳夺目。元代许恕 《求
菊》中“或染猩红疑剪采，或缀鹅翎同
刻玉。或似芙蓉映秋水，或如牡丹眩晴
旭。众中一种出宫黄，叠叠香罗淡妆
束”的诗句，把菊花描绘得更加美不胜
收。白居易的 《重阳席上赋白菊》 一
诗：“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
霜。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
场。”不仅将菊花渲染得美丽绝伦，而且
充满了情趣，使人禁不住会心一笑。菊
花的幽香更有特殊的韵味。唐代陆龟蒙

《重忆白菊》诗中“月朵暮开无绝艳，风
茎时动有奇香”的描写自是妙不可言。
宋代李清照《多丽·咏白菊》诗中“微风
起，清芬酝藉，不减酴釄”的香气似淡
还浓，经久不散，更能深入肺腑，令人
心旷神怡。

诗人爱菊，重点在于它高贵的品质。
白居易的《咏菊》一诗：“一夜新霜

著瓦轻，芭蕉新折败荷倾。耐寒唯有东
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对比鲜明地赞
颂了菊花耐寒傲霜的坚强秉性。晚唐郑
谷的《菊》诗：“王孙莫把比蓬蒿，九日
枝枝近鬓毛。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
羡瓦松高。”真切自然地赞扬了菊花淡泊
名利、不羡高位的可贵品性。晋代袁崧
的 《菊诗》 更是音调高昂，语气豪壮：

“灵菊植幽崖，擢颖凌寒飙。春露不染
色，秋霜不改条。”直接有力地歌颂了菊
花不染尘俗、坚守节操的崇高品格……
这些，也都正是诗人自身形象的写照和
精神风貌的展示。因此，使人对菊花更
加喜爱的同时，性情也深受感染。

诗人爱菊，又在于它身上蕴含着人
生的哲理。

这在清代厉惕斋的几首咏菊诗中得
到了集中的体现。其《芟菊》一诗：“自
从霉雨长根芽，生怕繁枝欹复狭。寄语
主人休爱惜，不经裁剪不成花。”告诉人
们适当舍弃才能取得成功的道理。《菊
品》一诗：“采采篱边露始凝，一湾潭水
又生冰。味惟弥淡香弥永，似尔方为耐
久朋。”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

《菊叶》一诗：“一丛浓碧护秋芳，衬得
花容分外光。相见徐娘风致好，也需翠
饰佐华妆。”告诉人们“红花也要绿叶
衬”的道理。《菊影》一诗：“长盆短盎
尽横陈，为照幽芳蜡代薪。若论看花须
看影，缤纷壁上更精神。”告诉人们多方
面、多角度地观察，才能更好地认识事
物的面貌和本质……这些诗中的道理，

对人们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诗人爱菊，更在于它能寄托自己崇

高的志向和美好的情怀。
唐末黄巢的两首菊花诗可谓其中空

前雄伟的乐章。《题菊花》一诗：“飒飒
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
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蕴含着对
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以及希望建立农
民革命政权，让人民过上平等、幸福生
活的豪情壮志。《菊花》一诗：“待到秋
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
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诗中把黄色
的菊花设想成将士的盔甲，菊花在诗人
的眼里又成了战士之花和胜利之花，充
分反映了作者的战斗精神和必胜信念。
南宋遗民郑思肖的《寒菊》：“花开不并百
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
何曾吹落北风中。”表现了自己不畏元朝
统治者的残暴势力、宁死不屈的高贵气
节。现代革命领袖朱德的《菊花》一诗：“奇
花独立树枝头，玉骨冰肌眼底收。且聆和
平共处日，愿将菊酒解前仇。”表达了自
己渴望祖国统一的美好愿望和不计前嫌
的宽广胸怀……

菊花，虽为天公的“弃儿”，开在备
受冷落、风霜肃杀的季节，却毫不自
弃，奋发自强，努力绽放出生命的绚丽
和芬芳，能给人以快乐，给人以鼓舞，
给人以启迪，给人以寄托。在诗人的眼
里，可谓尽善尽美的花卉，因而能受到
众多诗人的偏爱。

（作者单位：江苏省邳州市委宣传部）

为何诗人偏爱菊
□崔敬之

宇宙间最美丽的地方，大概就是天堂
了；然而，天堂真的存在吗？博尔赫斯告
诉我们：“如果有天堂，那它一定是图书
馆的样子。”人类有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
欲望，但对阅读行为不离不弃的坚守，则
是一种不变的梦想。读书是一种高尚的精
神之旅，能帮助我们抵达梦想中的彼岸乐
土。捧起墨香，与书相约，我依然愿意把
书籍当作终极的精神家园。

孤独是读书人的宿命，真正意义上的
读书人，同时也是一位孤独者。在《记忆
之书》 中，奥斯特有一番精辟的评论：

“当人们读着书里的每个词时，人们可以
对自己说，他正面对着孤独的一小部
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书人就是

“思想者”，钱理群先生认为：“你选择了
‘思想者’的道路，也就选择了孤独，永
远与‘丰富的痛苦’相伴，就将是你的
宿命。”在不断充盈的阅读过程中，精神
生活变得厚重起来，孤独便逃遁得无影
无踪了。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当一个
人内心变得强大之时，他就不会再有孤
独和寂寞的感觉，有的只是对知识的渴
望、对光阴的敬畏。当一个孤独的灵魂
与书相遇的时候，内心的孤独就会升
华。一个理性的灵魂，不会在孤独中迷
失自我，而是会在寂寞中搭建自我的意
义世界，在孤独中尽情享受世界文明之
光的照耀。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
还是读书。”为什么要读书？关于读书
的目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伏尔
泰说：“我想知道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
每一个细节”；王小波说：“对自己的要
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
道理。”

经典书籍是我们永恒的守望，经典之
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是因为它经受住了
岁月的检验。在排行榜上热销几个月然后
便无影无踪了的书籍，那不是经典，那是
快餐文化。快餐文化如流星一样在某段时
间光芒四射，但转瞬间便销声匿迹。而经
典则如恒星一般，永远在夜空中放射着夺
目的光辉。经典在岁月的打磨中成为质地
坚实的文化精品，并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
中燃烧着烛照未来的光焰。它带给我们的
是一份持久的心灵上的震撼。

金钱和财富可以满足物质的欲望，却
无法解决精神的贫困。当一个富翁说：我
穷得只剩下钱了。这是我们整个人类的悲
哀。我们可以做一个物质的乞丐，但头顶
上却要永远高悬着精神贵族的标志。我们
的身体可以在泥泞的地上行走，灵魂却一
定要在天空中翱翔。世事风流云散，心情
寥落如斯，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能清楚地
看到自我的寂寞与充实、看到生命的萧索
与律动。

捧起墨香
与书相约
□唐宝民

树丫不是最高处
楼顶不是最高处
山巅也不是最高处
而此刻，圆圆的月亮
就停留在高高的山巅
它安静，纯洁
脉脉含情
照耀着尘世
照耀着人间

好雪

雪下在岁末
雪下在初春
都是好雪
就需要一场好雪
花朵尽情怒放
喜鹊叫了一遍又一遍
好事一场接一场
你唱歌，或者叙说远古的事
都将是春潮涌动
都将是万物苏醒

炊烟

清晨的风，从村寨的屋顶
抽出一根根白白的
柔软的绳索
我所熟悉的炊烟
会飘至很远很远的地方
给了迷失在异乡的孩子
一个堂堂正正返乡的理由

月亮爬上山巅（外二首）

□蓝希琳

把自己灿烂地打开
然后
再把自己低调地收起
盛开过
芬芳过
今天
你在秋风里
慢慢把自己的记忆落下
蔷薇
你还记不记得
自己开花的事情呢
你记得
还是不记得
你都盛开过

麦田

麦田里
满满的都是阳光
还有
漫山遍野的梦
那刺向天空的麦芒
就是爱
把阳光扎得遍体鳞伤
但阳光毫不后悔
依然拥向麦田

蔷薇（外一首）

□金明春

雷声，又在山外轰鸣
重生的春天莺歌燕舞
河流依旧奔涌
沉浮的故事已无足轻重
心已扛不动春的欲望
温情日渐回暖
我用捂住雷声的耳朵
静听鸟鸣与犬吠

生活的缝隙

列车昂着头，从西往东
我坐在生活的缝隙里
看窗外掠过的风景
手机铃声接二连三地响起
生活的喧嚣无孔不入
关掉手机，躲进餐车
不戴面具自斟独饮
像只青蛙醉在雪洞里
才知道，人生也需要冬眠

去有风的地方

树林里，杜鹃啼鸣
真想伸根手指将天空戳个洞
引一缕风
带走萦绕耳边的喧嚣
依旧没有风，晨练的音乐
鼓噪得比烈酒后的晕眩更迷茫
我坐立不安，沿湖寻找有风的地方
是的，我一定要去有风的地方
即使在风口上
风餐露宿，也心驰神往
（作者单位：湖南汨罗市委宣传部）

静听鸟鸣与犬吠（外二首）

□郑雄

初秋的阿尔山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