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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典 语 录

▶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去感
受生活，理解生活。 ——余华

▶让今天过得比昨天更有意义，这才
是昨天存在的价值。 ——卢思浩

▶你的眼界就是你的心量，眼界开阔，
心量也就大些。 ——张小娴

▶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早晨，时候到了
人会自己醒来。 ——刘亮程

▶要时刻明白自己想做的和自己能做
的之间的差距，并且尽一切能力去减少之
间的距离。 ——杨绛

▶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
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汪曾祺

▶心只要是光明的，就不会丧失希望，
就不会垂头丧气，因为人在光在，四下皆
明。 ——毕淑敏

□孙芸苓

拿到常丽红所著的诗集《漱玉心
莲》（北岳文艺出版社），首先被淡紫
色的封面吸引，封面上的工笔荷花更
让笔者想起了一位诗友。

记得，当年这位诗友为了找灵感，
租住在平陆的地窨院，几个文友去看
他，他正在院子里挖荷塘，荷塘建成，
他当着大家的面撒了一些莲子在水
里。后来再去看他，就特别留意那荷
塘。那年夏天，他再次邀请大家去他的
小院品茶、赏荷，一进院子笔者就被那
一池荷花惊艳到了。小小的池塘被荷
叶“统治”，在碧绿的荷叶之上，白色、
粉色的荷花亭亭玉立，随风摇曳，给整
个小院带来了几分妖娆。

常丽红带着墨香的诗集还未翻
开，就让笔者想起从前和诗友们在一
起的这个片段。如今，很难想象，为了
看荷花自己挖塘养荷，那种浪漫和诗
意是不可复制的。

一首诗有无诗味，说到底是看这
首诗有没有优美巧妙的意象和灵动
有张力的语言。一首诗是否韵味独
特，要看该诗有没有情景交融、虚实
和生的审美意境。诗歌需要诗人有丰
沛的感情，但是光有感情并不能成
诗，从感情到诗，这中间有一个具体
外化的过程，就是我们如何挖塘养荷
的过程。这个外化的过程既是“意与
象”的意象构造过程，更是“思与境”
的意境营造过程。

意象和意境是诗家写诗、诗评家
论诗经常会用到的两个术语。对好作
品，欣赏者很自然会为作品中的“意
境”所吸引、所感染，引起共鸣。

笔者认为诗歌的写作焦点应是
意象组合，诗歌的创作过程是诗人因
生活中某种现象引起的特别感触，由
心而发的感慨和情感释放。一般诗歌
的写作思路有两种，一种是先有情
思，后有情思的物态化：另一种是诗
人眼中先见某物，然后托物言志，谓
之物象的情思化。如能“心物两契”则
有可能得到一首满意的诗，若“心物
不和”则难以写出好诗，也更难引起
读者共鸣。

翻阅常丽红的这本《漱玉心莲》，
大致分几个部分：1. 渐润诗心半亩
莲；2.携手今生共一衷；3.山河太美
难画清扬；4.千千结绾词千阙；5.最
难牵挽是流光；6谁似禅心鱼一尾；7.
五绝、五律、七绝、七律等。光看小标
题，感觉诗人分类比较自由。惊喜的
是，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总能从那
一首首诗中读到让人惊艳的诗句，并
感慨诗人的才情。

“一簪巧笑”的灵动

踏莎行·早春
粉瓣容娇，红苞颗小，绿绦嫩染

斜斜袅。草茸叶稚乳莺藏，早蜂浅唱
花间绕。

遍试春衫，一簪巧笑，镜前细认
当年貌。惜春更甚惜匆匆，芳华不与
人空老。

读常丽红的诗，总会被她的一些
句子打动，如这首《踏歌行·早春》，笔
者就比较喜欢“遍试春衫，一簪巧笑，
镜前细认当年貌”这一句。诗句朴素
自然，却有种画面感。早春，在“蜂浅

唱花间绕”的时节，诗人心情大好，试
新衣而“一簪巧笑”，使得整首诗都活
了起来。而“镜前细认当年貌”给人穿
越之感，好像诗人是由古代穿越过来
的美女，感叹“芳华不与人空老”。画
面转换自如，让读者心情随着诗人的
心情起落，这就达到了诗人的目的。

还有两首写春的诗，也让人印象
深刻。“春声惊梦，暗觉千虫动”“何日
沉寒扫尽，晴光明月开怀”两句诗，春
雷惊醒冬眠的千虫，给人一种动感。
在看似平静的语境背后，能感受到春
天的萌动和万物的觉醒，读者的思绪
随着作者的诗句也活跃起来了。彼此
都在春风的流动中，找到了属于自己
心底的春天。

“和风细扫旧年寒，乡音易醉春
衫爽”，“旧年寒”和“乡音易醉”激起
了读者内心的乡愁。情感的带入，让
作者和读者的情感瞬间互动了起来。
这大概就是诗词的魅力。

这两首诗都是描写故乡春天的
景色，诗中展现连翘的鹅黄、梨花的
盛雪、翠柳的如烟等意象，向读者展
示了春意的盎然，而在这盎然里却带
着浓浓的乡愁，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紫云缭、光暖人间”的高度

作为一名女诗人，常丽红依然躲
不过对花草的喜爱，除了她特意写春
天的诗外，还有一些诗是专门写给花
草们的。比如，《菩萨蛮·紫丁香》《鹧
鸪天·月季花》《少年游·红梅》《十六
之令·咏海棠》等。

其中，记忆深刻的句子有写紫丁
香的“浅紫笼幽情，繁枝愁梦萦”；写月
季的“眉间韵致回眸顾，未语嫣然巧笑
容”；写红梅的“寄意西风，莫惊花梦，
悲悯到娇红”……这些诗句都很跳脱，
读者从诗句中能读出诗人的眼中所
看、心中所想，似乎能听到那些花开的
声音，闻到醉人的花香，随着阅读的深
入被带入一种独特的意境里。

在常丽红写花的诗歌中，下面这
首不得不提，她的诗集题目的灵感应
该有这首诗的功劳。

金人捧露盘·晴湖莲花图
水云天，杨柳瀑，绿如烟。白玉

府、许住群仙。湖心照影，睡足初莲
坐叶梳鬟。皓衣霓袂，各晨妆、靥儿
晕新胭。

心萍净，心莲穆；千漱玉，起晴
涟。一笑浅、妍醉澄湾。嘉葩濡韵，雅
染春秋芳润山川。梵音莲座，紫云缭、

光暖人间。
这首诗是咏莲花的“心萍净，心

莲穆；千漱玉，起晴涟”，笔者感觉到
作者对这首诗的偏爱，可见在所有的
花中，作者也偏爱莲。“紫云缭、光暖
人间”，有了这样的句子，整个诗集的
精神维度提高了不止一层。

“光暖人间”境界高了，也点了整
个诗集的诗眼，诗人看似在写花草树
木，人情冷暖，其实是在表达她心中
的那份爱。一个心中有爱的人，才能
写出如此暖心的诗句。笔者在这里或
许猜想到了，作者用这首诗的意境来
命题的巧心思。

“春阿共与存，芳染千秋岁”
的大气与厚重

有一类诗属于正能量的内容，但
这种类型的诗歌不太好写，掌握不住
火候容易过头，把握不住激情容易落
俗，但这类的诗也是时代需要的声
音。诗人本应是站在时代潮头的人，
歌颂英雄、歌唱祖国也是诗人肩负的
使命。笔者发现在常丽红的诗集中，
不乏这样正能量的诗歌。她用自己的
激情和技巧，写出那份厚重却不落俗
套，诗中不乏让人眼前一亮的句子。

比如，在《醉花间·庚子清明悼英
烈》中，“捐躯何壮伟，静好人间卫。春
阿共与存，芳染千秋岁”这样的诗句，
给人鼓舞的同时，又不失诗意，能看
出诗人的用心和功底。

歌颂时代，抒发内心的激情，书
写正能量的诗歌是需要担当的，诗人
的内心也得是豪情满满才对。

诗人在《宴清都·祖国七十华诞》
中写道：“人间已换新天，青山绿水，
高铁生翅。嫦娥揽月，蛟龙捉鳖，东输
西气。康庄道太平日，彩袖舞、神州如
沸。”带着几分豪迈的诗句，给人正能
量的同时，也能激发内心的激情。

在《神舟十三航天英雄归来》《江
城子·红船咏》中，比较欣赏“一箭瑶
台近，三秋桂殿香”“共绘蓝图挥妙
笔，摇大桨，日中天”，真情实意的诗
句才能打动人。情感抒发有激情又有
合理性，语言具有张力，能读出作者
的那份真诚表达。

一首好诗，要真正把握诗的意
境，只有意象合一才能更有诗意。这
也提醒我们，只有意象的结构组合巧
妙，才能提供一个令人“冥思苦想”的
意境。这是因为，优秀的诗作都有其
或显或隐的结构可寻。对诗人来说，
正是这种结构将一个个互不相关甚
至矛盾对立的意象组合在一起，从而
构成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有机整体，以
传递诗人的思想感情。

诗歌的写作既忌有意无象，又忌
有象无意，只有有了意象和有辨识度
的表达方式，才有可能写出有韵味的
作品。常丽红的诗歌已经走向成熟，
情感的抒发和诗意的表达都很到位，
有属于她自己融入深厚情感的意象
组合，更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意境。

常丽红的诗意境优雅、诗画交
融、语言清奇，有的诗清丽婉约，有的
诗自然豪迈，有的诗富有哲思，且章
法自然，韵味独特。正如，诗集题目
《漱玉心莲》般，诗歌是心灵里涌出的
泉，而像常丽红这样用心泉养莲的诗
人，灵魂定会自带香气。

在心泉里养莲 灵魂自带香气
——读常丽红诗集《漱玉心莲》 □李碧华

百货公司的饰品部有缸水，养着几只
蚌，举行“开蚌寻珍珠”的“交易”。说是交
易，而非游戏或抽奖，是你必须付出代价才
能换取一个机会。

付出99元买一只未开的蚌，它体内的
珍珠归你。也许是金、银白、粉红、灰蓝……
也许大，也许小。保证得到珍珠，但不保证
质量。这种撞彩，一如盲婚哑嫁，货银两
讫，概不退换。

普通货色的珍珠不贵，如能多付少许，
已经可以自己决定和选择了。

但店员说：“蚌开后，如果珍珠不好，或
者太小，可以另挑一个重开。”

如此一来，连“撞彩”的惊喜也没有。
只求愿者来，有帮衬。不知道是否有人乐
于一试，只是已经不大相信未揭晓的东
西。爱珍珠的人不会如此儿戏，不爱珍珠，
何必买一个谜？而这个谜又可以不算数，
为什么他们不去买六合彩？

有闲情，人们才装饰自己；有余钱，才
去赌博。有兴致，何妨寻宝？

只是珍珠非必须，到手还有其他工序，
得再花费心思和钱财去镶指环、吊坠。一
颗珍珠再好，难以独立取悦我们；它太普
通，变成了我们去侍候它，不甘心。

所以，蚌很寂寞。
（摘自中国文联出版社《谁需要同情》）

寂 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