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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是到处都有的 ，对于我们的眼睛 ，不是缺少

美 ，而是缺少发现 。

———罗 　丹

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 ，变

得出无穷的花样 ，装得进无限的内容 。

———闻一多

写诗是一种释放 。心里有东西非写不可 ，老

想把它写出来 ，不在乎是好的还是坏的 。写诗 ，心

不在这里怎么也写不出来的 。诗歌创作出来后不

再于作者的了 ，由读者各自解读 。

———席慕蓉

诗歌 ，是人间最美的艺术花朵 。诗心 、诗意和

诗情 ，是诗人们内心深处的歌声和吟唱 。关注时

代 、热爱生活 、温暖人生 、激浊扬清 ，是诗歌最真的

本质和最美的境界 。内心有爱 ，就会有诗 ；心中有

情 ，就会有歌 。

———铁 　凝



以社会性的视角透视人的生存方式

———评杨如明的诗集枟百花枠

　 　诗 ，是思 ；诗 ，是丝 ；诗 ，更是寺 。思想 、情感和理念

世界同时存在 。拿到杨如明的诗集枟百花枠 ，我首先关

注的是 ：她写的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写作中直接的也

是首要的一个命题 ——— “写什么” 。诗 ，是思考社会 、人

生以及自然 、人等的生存状况和存在状况 。一种存在 ，

是你看得见的 ，如虫子如何爬过树叶吸附露水 ，人在河

边垂钓 ，等等 。而另一种存在 ，却是你看不见的 ，它是

你赋予的 ，物 、景和人存在的一种意义 。这种意义的产

生 ，是一刹那的心灵撞击 ，是感性和理性的瞬间碰撞 ，

引发你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连接起来 ，以意象唤

醒生活 ，诗性从无意识中浮出地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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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杨如明的诗 ，属于前者 ，诗性的产生源于现

实生活某一个事件 、某一个生活场景 、某人的一句话语

或某个动作 ，或源于新闻媒体的生活报道 ，或源于对历

史故事的重新思考 。 枟百花枠诗集 ，收集了她在 ２０１１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将近两年时间内的 １０２首诗作 ，以

题材为标准 ，我简单地把它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关

注宏大社会性题材的诗 ，如枟奠基者之歌枠 、枟女将军妇

好枠 、枟纪念大师黄公望枠 、枟献给“七一”的歌枠 、枟怀念先

驱秋瑾枠 、枟江姐伟大的女性枠 、枟献给先烈杨开慧枠 、枟迎

“神八”吐恋情枠 、枟怀念毛主席枠 、枟吴斌 ———好男儿枠 、

枟奥运之美枠 、枟钓鱼岛 ———中国的岛枠 ，等等 。第二类诗

抒写湖州历史文化古迹以及参观历代遗留下来的湖州

人文名胜 、考古遗址的感受 ，如枟潘家廊新韵枠 、枟重阳迎

客枠 、枟参观赵孟頫旧址纪念馆枠 、枟参观湖州市考古成果

展枠 、枟走进德清道德馆枠 、枟参观赵延年艺术馆枠 、枟参观

湖州古木博物馆枠等 。第三类诗叙写个人漫游 、见闻 、

经历等 ，如枟今晚霅溪公园枠 、枟晨游潘家廊枠 、枟荻港农庄

摘秋果枠 、枟华海园草坪上枠 、枟廊桥上观景枠等 。第四类

诗抒写个人日常生活场景和趣事 ，以及亲情天伦之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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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枟抢财神枠 、枟读信枠 、枟握手枠 、枟中秋赏月枠 、枟清晨漫步

偶得枠 、枟说老枠 、枟快乐在找你枠 、枟四季问上苍枠 、枟我与孙

女枠 、枟陪小孙女作画枠 、枟送夫赴杭读书枠等 。

每一首诗都有一颗滚烫的诗心 ，以及个人投身于

社会重大事件或日常生活事件的价值理念 。诗人的心

浸透浓浓的儒家思想情怀 ，人与社会紧密结合 ，人与自

然浑然天成 ，自然是美的存在 ，人是美的存在 。这一百

多首诗中 ，诗人始终以一个社会人的视角关注周边的

人和事 ，可以说 ，创作的视角是一个“大我” ，诗歌教会

我们如何看待宇宙与永恒 、爱与美 、生与死 、世界与自

我 ，使我们内心生出种种高远的情怀 ，得以寻找现实与

梦想之间的平衡 ，并最终达到调节内心和谐 。

以社会性的视角透视人的生存方式 ，可以说千姿

百态 ，涓涓细流中汇聚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理想追求 。

我们仰慕伟人 ，赞叹其高风亮节 ，惊讶其丰功伟绩 ，沉

湎于其为何如此壮丽 ，是因为他（她）超越世俗 ，至于至

善 、止于私欲 。伟人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圣人和英雄 ，

枟怀念毛主席枠一诗 ，总共 ６５行 、１３节 ，却把伟人毛泽东

作为政治家 、军事家 、思想家和书法家的一生全部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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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端 ，一行行的诗 ，犹如一畦畦的稻穗 ，那一片田野掀

起了丰收的稻浪 ，满眼的金黄应是诗意的生辉 。其诗

意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样的题材领域 ，绝大多数诗人

鲜为涉足 ，一方面内容广博 ，另一方面诗性如何发现和

寻找面临挑战 ，但杨如明成功了 ，因为她释放了语言的

潜在含量 ，提供了读者思维和想象的审美空间 ，阅读不

粘不烦 ，干净利落 ，一幅幅画面 ，一个个蒙太奇电影镜

头的组接 ，让时空顿时幻化在你的眼前 ，历次革命的事

件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 、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飞夺泸定桥 、百万雄师过大江等 ，

都以具体的地点 、画面 、话语拉伸和延续 ，其间的空白

效应就是诗意美的建构 ，如“独立橘子洲头” 、“枪杆子

里面出政权”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横扫千军如席

卷” 、“枟论持久战枠”等等 ，要驾驭这样的题材 ，诗人须具

备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 ，否则无从下手 。

以宏大的社会政治题材入诗 ，写诗的人 ，就面临一

个如何表达的问题 。它不像一般抒写个人一瞬间的情

绪 ，以细节点进入 ，继而向深处挖掘 ，闪现出其潜意识

的诗性光泽 。有其内容的广度 ，又要展现其思维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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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诗人的表达不能停留在抒情诗直抒胸臆的层面 ，如

若这样就落于空洞 、无病呻吟 ，而应让每一个词汇扎

根 ，并尽量凸显其生活内容 ，动词的使用便达成了这一

功能 ，枟怀念先驱秋瑾枠 、枟江姐伟大的女性枠 、枟献给先烈

杨开慧枠等诗就给我这样的一种感觉 ，“灿烂名教授杨

家” 、“选点星火燎原为伴” 、“别三幼子血染长沙”（枟献

给先烈杨开慧枠） ，“竹签钉十指未哼一声” 、“伤残手绣

得红旗更美” 、“狱中托幼孤难友” 、“热血化作一片朝

霞”（枟江姐伟大女性枠） ，诗歌的在场感和审美张力 ，全

由这些动词达成 。由此可见 ，诗人有着良好的中国传

统文化功底 ，唐诗宋词的熏染在诗的字里行间可以触

摸得到 。

以日常生活事件和名胜古迹构置自己的创作题

材 ，就涉及诗歌的讲述问题 ，如何讲述 ，站在怎样一个

角度讲述 ，以怎样的视角讲述 ，以何种表达方式讲述 ，

是诗人最为关心的问题 ，因为它是经历 、参观 ，都是亲

眼目睹的事件 ，说明诗歌不知不觉地向叙事诗转变 ，就

包括了场景的叙述过程 、叙述的方位问题 ，每一首诗都

会牵扯到人 、事 、物 、景等几个要素 。杨如明的诗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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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讲述 ，人也是一些宽泛的人 ，物都是眼前的物或是

历史的物 ，景也是眼前的景或历史的景 ，枟荻港农庄摘

秋果枠 、枟重阳迎客枠 、枟老夫妻融在画中枠 、枟游余家漾公

园枠等 ，都有此种讲述的功能 。 枟荻港农庄摘秋果枠讲述

的是三位阿姨摘秋果的动作 、神态和瓜田里的藤蔓植

物 。 枟重阳迎客枠的讲述 ，可以说将现实讲述和历史讲

述汇于一体 。现今的仁皇阁“南大道一千三百台级／人

群川流不息” ，仁皇阁的来历就属于历史讲述 ：“昔秦王

东巡／妒山势王气极盛／令断山首在南号砺山／今称仁

皇山” 。在枟老夫妻融在画中枠这首诗中 ，我们要回答这

样的问题 ：画中有什么样的景 ？有什么样的人 ？他们

在干什么 ？ “东边天窗透出红光／蓝天定格数片纱云／

黑轮椅推进霅溪公园／灰白头棕衣汉安坐／短发瘦女人

躬身握双把／河岸柳廊下慢慢西行 ⋯ ⋯ 停车垂柳女坐

木靠椅／男人递水瓶滋润女人／面对霅溪两人小声说

话／小鱼悄悄游过来偷听” 。诗歌中无论是完整情节的

讲述 ，还是片断景致的描摹 ，都给读者留下很多诗性的

想象空间 ，因为叙述只是提供时间 、场景和空间状态 ，

其诗意的唯美张力 ，全交给读者自己去体验 ，这也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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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诗歌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学遗产 。 “春风桃李花开

日 ，秋雨梧桐叶落时” ，“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等 ，

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枟诗经枠中的诗枟子衿枠 、枟蒹葭枠 、

枟关雎枠 、枟黄鸟枠 、枟氓枠 ⋯ ⋯ 以及其后的枟孔雀东南飞枠 、

枟琵琶行枠等诗 ，都有比较明显地讲述动作 。

抒写历史文化和名胜古迹的诗 ，需要理性的思维 ，

需要唤醒读者被时间掩埋的哲学意蕴 ，而此种力量的

达成 ，要在诗中营造语境以及由语境而形成的意境 。

评价一首诗的优劣 ，不但要看它的感情浓度 ，还要看它

的思想深度 ，一首诗的持久震撼力来自于一种“理性的

激动” 。杨如明的历史文化和名胜古迹之诗 ，没有虚无

缥缈的无根抒情 ，没有直抒胸臆的主观宣泄 ，更没有一

味满足自我情感需求的无病呻吟 ，有的只是从容的陈

述 ，真情的把握 ，理性的议论 。诗 ，是情感空间 ，也是理

性空间 ，理性是一切情感的最终归宿 ，与经验 、直觉相

比 ，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哲理的深思 。一般我们认

为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 ，但我们不可否认宋代

诗歌在历史文化长河中不容抹杀的作用 ，这正是因为

宋代诗歌重哲理 ，在表达方式上重议论 。从杨如明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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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中可以看出宋代诗歌对她的影响 。以“议论入

诗” ，是诗中理性的直接表达方式 。 枟藏书楼感叹枠先是

白描嘉业堂的正厅 、正方形的特大天井 、楼中藏书六十

万卷 ，但诗的结尾一节 ，突破了前几节的叙述和描写 ，

转而进入议论 ：“浔商藏书久成风／恩泽故里辈出精英／

当今华厦富商千百万／多少豪宅飘书香”这样的诗歌风

格 ，颇有古典诗歌的风范 ，在唐诗的绝句中也可以找到

痕迹 。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

最相思 。”前两句往往是叙述 ，后两句是从这种叙述中

生发出来的思想 ，也是诗歌升华的部分 ，而此种升华是

建立在叙述的基础上的 ，理性思维在不知不觉中达成 。

诗中的议论 ，是诗中理性直接表达的方式 ，也是一

首诗的“诗眼” ，但另一方面 ，我们认为 ，此种表达方式

往往是非诗的 ，因为它脱离不开抽象地讲道理 ，而诗歌

的艺术在于道理寓于形象之中 ，就好像盐溶于水一样 ，

因此 ，诗歌中议论的展开就必须讲究条件 ，方能使诗中

的议论成为“艺术的” 。首先 ，议论本身须形象化 ；其

次 ，议论须包含浓烈的感情 ，也就是要注重寓理于形 ，

寓理于情 ，理情结合 ，理中有情 ，情中有理 ，在感人以



q9　　　　

形 、动人以情中 ，才能真正传达出征服人心的理性 。杨

如明的诗 ，其基本的结构都是前半部分是叙述和描写 ，

后半部分或最后一节是议论 ，其议论也是形象思维 ，诗

性的传达不言而喻 。如“渴望自由的强烈抗争／那条血

淋淋的小腿／镌刻他心中半个世纪” （枟听童年的故

事枠） ；“一弦起音速下台级／大扁鱼跃头翘尾亮水面／春

风迎面贺喜问趣情 ，‘人生难得几回醉／———夕阳不醉

何时醉’”（枟殳家湾水岸枠） ；等等 。

对于诗 ，目前人们都在争论到底写什么的问题 。

有人认为 ，诗重个人体验和对生活的独特发现 ，诗是最

具个人化的 ，蕴含着肉体的知觉和智性的升华 ，因而真

正的诗是开启人的内心世界的 ，是心灵的物化和潜意

识的释放 。另一部分人认为 ，诗应该抒写自我与时代

的关系 ，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 ，个人的思想 、

修养 、气质和审美情操直接投射时代的精神和内涵 ，依

我之见 ，诗作的题材没有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的区别 ，也

没有宏大题材与私语化倾向的区别 ，只要诗人的创作

主体是当今时代的人 ，他（她）身上自然而然就有时代

的气息和精神 ，创作题材无大小之分 ，一篇优秀的诗作



百 　花

q10　　　

既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崭新的精神风貌 ，又能从更深层

面上触摸诗学本质上的人类意识 。杨如明的诗作关注

人类精神积极向上 、顽强拼搏 、为国为民争光的一面 ，

属于儒家思想中“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这一社会性层

面的导向范围 ，因此主题纯净 ，意境唯美而灵动 。湖州

人好强争先 、奋发进取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

她的诗也反映了这一主题 ，如枟三问通津桥枠 ，诗作通过

对南浔通津桥的发问 ，道出了南浔历史上丝绸行业在

世界上的风云变幻 ，展现出一代人的民族精神风貌 。

“清朝至民国／‘四象八牛’频繁来往／‘七十二只金狗’

踩踏” ，“承载丝盛三百年／分享‘辑里’辉伦敦／繁荣重

任自有后人担” ，这样的诗句都在告诉我们南浔丝绸行

业的发展历史以及浔商的胆略和气魄 ，需要读者具备

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 。南浔“四象八牛” ，即“四象八牛

七十二墩狗”为代表的南浔富商 ，清光绪年间出现在湖

州南浔民间及江浙一带 。所谓“四象 、八牛 、七十二狗”

者 ，皆资本雄厚 ，或自为丝通事 ，或有近亲为丝通事者 。

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 ；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

者 ，称之曰“牛” ；其在二十万以上不达五十万者则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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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狗” 。南浔“四象八牛”之说 ，属于民间说法 ，并无正

规的统计和详细记载 ，“七十二墩狗”仅仅是泛指 。

厚厚的一本诗集 ，躺在书桌上 ，散发着湖州历史文

化的清香 ，渗透着诗人一颗爱祖国 、爱人民 、爱故乡 、爱

生活的童心 。

　 　 倡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陆孝峰 倡

２０１３年 ５月 １２日于湖州师范学院



q1　　　　

目 　 　 录

３ 　 　 　奠基者之歌

６ 春美霅溪公园

８ 枇杷情

１０ 女将军妇好

１２ 我与孙女

１４ 纪念大师黄公望

１６ 久旱逢雨

１８ 献给“七一”的歌

２０ 怀念先驱秋瑾

２２ 赵一曼永垂不朽

２４ 梅 　雨

２６ 晨游潘家廊

２８ 清晨观荷

３０ 窗外情趣



百 　花

q2　　　　

３１ 江姐伟大的女性

３３ 凉风轻轻吹

３５ 今晚霅溪公园

３７ 献给先烈杨开慧

３９ 苦读 　酸泪 　喜讯

４１ 久晴喜雨

４２ 忆夫妻上学

４４ 老夫妻融在画中

４５ 中秋夜三看美神

４７ 元宝菱

４９ 清晨之乐

５０ 纪念天宫一号发射成功

５２ 潘家廊新韵

５４ 美在乡村路上

５５ 市民广场中餐赏景

５７ 笑我吝啬

５９ 重阳迎客

６１ 荻港农庄摘秋果

６３ 炼

６５ 迎“神八”吐恋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