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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诗集献给我亲爱的妈妈!



序一 1

序一

顺应天性的本色写作

? 汪剑钊

李筱的诗歌是一种本色写作，顺应天性而生发并蓬勃

地展开。由于某种不得已的情感驱使，他选择了以分行的

方式来表达五味的生活。其中，给人最深印象的是一批悲

悼母亲的作品。众所周知，对于儿子来说，母亲意味着永

远的家和温暖的源泉，一旦失去，便不啻整个世界的坍塌，

那彻骨的寒流不仅让家的四壁异常寒冷，甚至引发了感受

的变异，觉得阳光都是冷的，子夜也会痛哭。在诗集的开

篇中，作者写出了这样一种残酷的 “移情”:

没有您，门也是冷的

敲门声不响，连风也是冷的

一个人出门想您，阳光也是冷的

——— 《没有您，时光是冷的》

读到这样的诗句，我的心头自是一紧，仿佛被寒意骤

然抓住了最敏感的那一根神经。诗歌在 “余生的时光也是

冷的”一句中煞尾，但悲伤仍在继续。于是，我们又读到

了 《呜咽的风夜夜吹心》《妈妈，我们在黑夜的海上航行》

《我要您在阳光拍窗的黎明醒着》 《深夜的祈祷》 《疼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行者的夜歌

《夤夜的风》《想念您，子夜也哭了》 《生命的刻度竟如此

薄情》等，诗人以近乎绝望的口吻叙说:

您的疼痛去了

我的疼痛无处安放

一些话还未来及细说

压在心底的泪水不由纷飞

——— 《呜咽的风夜夜吹心》

对于久卧于病榻上的母亲而言，告别或许是一种痛的

结束，但对于留在世间的诗人而言，则是更深的痛的开始。

于是，诗歌就成了他绵绵不绝地倾诉和宣泄的容器，仿佛

那漠然的风也有了原本属于人的情感，为之呜咽、抽泣，

悲叹生命的脆弱和无常。

与李筱迄今不曾谋面，但从文字中可以揣度，他必是

一名多情多思的汉子。这个判断不仅来自他对母亲深切的

眷念和缅怀，也不仅是对文学前辈或凭吊同辈友人词真意

切的哀悼，诸如献给陈忠实和宗苏的 《长空写满了如云的

词》和 《一棵树》等作品，更在于我读到他感恩脚下那片

土地的诗句。例如 《因为麦子》一诗，非常贴切地表达了

诗人与土地和庄稼的关系:

麦子倒在土地的怀里

从一穗里抵达

一堆相爱的麦粒

依偎在一起

——— 《因为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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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在土地怀中的，与其说是麦子，毋宁说是诗人的灵

魂，一颗漂泊的心，同时也是他对生养自己的故乡的祝福。

作为诗人，李筱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诗意，让倏忽即逝

的情绪和思考定格，在寥寥数语中凸显对生命的感悟。诚

然，生活有着一定程度的重复，令人觉得单调和倦怠，但

敏感的人可以从中发现细微的变化和生命的胚芽，《我们》

一诗述说了对生活之爱、对卑微之物的敬畏， “而在春天，

我们更像鸟雀一样 /把花朵开在家的枝条上”。

《一个人的白天黑夜》是一幅印象派风格的自画像，作

者捕捉了晨昏更迭的几个瞬间，在 “羊”“鱼”“金子”

“山”“河”“星星”和 “晚霞”的铺陈中，写出流动的生

命，复以 “我比朝霞来得晚些”暗示了个人的现在时。至

于 《距离》则是对生活之辩证法的领悟:

一片云朵在天上

一片叶子在树上

无数的枝条向天空延伸

云朵的重量和颜色不断变幻

午后，云朵变成了无数的雨滴

他们的脸终于贴在一起
——— 《距离》

云在天上，叶子在树上，本是自然界常见的现象，而

诗人的任务是要在这寻常中找到它们的非常特征，发现其

中秘密的联系。枝条的 “延伸”和云朵的 “变幻”不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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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审美期待引向一个令人愉悦的目标，让 “他们的脸

终于贴在一起”。这正是一种陌生化的写作，让日常事物凸

显出新鲜的美感，就像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

所宣称的那样: “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

活的感觉，就是为了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

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

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

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

须设法延长。”简短的形式，给人咀嚼的意味却是深长的。

就某种意义而论，自然给人的启示是一笔用之不竭的

财富。《月亮睁大眼睛读我》是一首颇具禅机的作品:

其实，在峨眉，山有时不是山

月亮不是月亮

我也不是我

山是美丽的，传说也是美丽的

有时，明月照亮了我

而我也会照亮月光

在中年的某天晚上

我再次读峨眉的月亮

月亮睁大眼睛，读我藏在内心的火焰

——— 《月亮睁大眼睛读我》

相传，唐代青原惟信禅师曾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他

认为: 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对禅略有所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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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待到对禅彻悟之时，看山仍然

是山，看水仍然是水。李筱对这一禅语应是有所耳闻并深

有领悟的，但他不是简单地照搬和模仿，而是在诗中借助

客我的置换，让美景成为生命的隐喻，表达了一种化入自

然的欣悦，以独到的感受设置了 “月亮读我”的场景，从

而让一个旧典焕发了新意。

显然，诗人对山川草木的亲近和由此参悟的奥秘在一

部分纪游体的诗歌中有着更多的体现，它们也标示出作者

更开阔的写作走向和更具探索性的艺术追求，而在恣肆的

想象中寄寓了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理想:

天与地 牛与羊 云与水

绿的、白的、红的海

五颜六色抢先发言
——— 《途经若尔盖》

大千世界秘而不宣地存有天籁，那是拨开尘世喧嚣才

能领略的妙音。如此，倘若有幸得闻自然发言的时候，人

就应该学会倾听。我确信，“一生的意义因此鲜活” ( 《庄子

塬·龟寿山》)。

2017 年 12 月 26 日于北京

( 汪剑钊，著名诗人、翻译家、评论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 《希望

在绝望深处迸发》《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诗歌的乌鸦时

代》等多部专著; 译著有 《普希金抒情诗选》 《俄国象征派诗选》

《俄罗斯的命运》 《勃洛克抒情诗选》 《茨维塔耶娃诗集》等多部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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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让诗情在庸常的日子如花绽放

? 李晓恒

现实生活中的李筱是 “政府人”，但这并没有妨碍李筱

在诗歌世界里的从容游走。

李筱的世界不只是 “中规中矩”的上班下班，不只是

“会前会后”的匆匆，还有更广阔的世界———诗性世界。

李筱敏感的诗人气质，没有被生活的条条框框束缚与

固化。在麻木几乎成为当下人们共同拥有的 “气质”时，

李筱以诗人的气质作为利器，一层层剥去生活中多余的覆

盖，让心灵敏感而富有弹性，在事事如意和不如意中找到

痛点，激活固化的生活。劳累一天后，李筱整顿心情，款

款走进夜的宁静，在无边的黑夜里展开丰富的想象。生活

中的零零碎碎纷沓而至，扑面而来的都是 “亲”，都是 “话

头”，他一个一个地去交流，一个一个地去拜访，一个一个

地去参悟。

兀自打坐，在三月的阳光里

一个人和许多事物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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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园、西风或者流年

抑或是芳草、清明、日光浴

低头，集结号吹响

它们暖暖、满满地汇聚

昨天在右，今天靠左

抵近明天的花朵

一瓣一瓣开放，然后凋零

晴午，阳光渐渐变热

思绪反反复复出入

我的身体盛下万紫千红

除了孤独，人世挺好，

冬天荒芜的诺言刚刚告别

流放我，春天如此圣洁

背靠开花的大树，贴近水域

沉默地抵达白亮白亮的太阳

一缕炊烟径自拴住流云

——— 《兀坐》

不沉溺于琐碎事务陈杂，不沉溺于盘根错节的社会关

系，不沉溺于官场的尔虞我诈，不沉溺于阳奉阴违的勾心

斗角，让心性在诗歌的场景里为所欲为，诗歌让李筱尝到

了现实世界里永远无法领略的快感。

“黑夜”是李筱的诗中用得最多、最丰富的意象，所有

的事物都落成于夜的宁静中。白日里异化的自己，在夜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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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障里合二为一，不需要掩饰，不需要伪装，不需要挣扎，

顺顺当当进入生命内核，体味最本真的滋味。有的是夜里

本来发生的，更多的是在白日里发生又在夜的宁静里沉淀。

夜成为他诗歌里最大的场，黑夜为他的诗情诗意插上飞翔

的翅膀，带着自己去体味、观照、领悟，最后化成美丽的

诗行:

黑夜凝视我

我们不说话

一些低低的问候

在星光照亮的天宇表达

——— 《天籁咏叹调·F调 287》

在如歌的散板里，李筱让生命兀自在山冈、在路上、

在渡口、在夤夜的街上、在隔岸的渔火里、在子夜、在孤

独的口岸，“兀自听阳光漂泊的声音 /兀自听夤夜流淌的声

音 /兀自听自己心灵的声音” ( 《天籁咏叹调·F调 296》)。

让思索在夜幕的天堂驰骋、守望、歌吟，让温暖的诗行照

亮前程、填平夜的沟壑，感受 “一片云朵在天上 /一片叶子

在树上” ( 《距离》) 的距离及其弥合距离的雨的分量; 让

“两三朵白云和一季的秋雨 /在脚下翻滚流淌 /探寻生命点点

滴滴的平仄悲凉” ( 《在夜幕的天堂驰骋》) ; 告知世人 “一

个人怎样行走 /才能走过雨季的小巷 /行走天涯的孤旅”

( 《无题》)，只有 “用温暖的诗行点亮” ( 《无题》)。

在灯光的河流里倒下



序二 9

夜晚如一些词，一些苦难的兄弟

集合在纸的边缘

纸像星星梦呓的荒原

被纵横的山峦围困

而血管的躁动如暴发的泥石流

让陡立的四墙崩塌

让拂面的春光乍泄

漂泊无所的人，用一首诗

瞬间填平夜的沟壑

——— 《一首诗填平夜的沟壑》)

这便是李筱如意生活的真正秘诀，“用一首诗瞬间填平

夜的沟壑”，“一首诗歌便是江湖 /我的夜晚呼朋唤友 /而星

星、月亮都会开花” ( 《天籁咏叹调·F调 299》)。

黑夜带给李筱以丰富的生命体味，更带给他巨大的心

灵抚慰。

2016 年，母亲病逝，李筱的 “日子陡然苍老 /呜咽的风

夜夜吹心” ( 《呜咽的风夜夜吹心》)。母爱是人世最纯、最

美的爱，失去母爱的李筱痛切地感受到母亲离世后世界的

灰暗与冰冷。

没有您，三居室的家是冷的

房间是冷的，空气是冷的

灶台上的炊具是冷的

我的碗筷是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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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墙上的全家福照也是冷的

没有您，门也是冷的

敲门声不响，连风也是冷的

一个人出门想您，阳光也是冷的

通向医院的路拥挤而寒冷

我的心在您的病床前低低地问

今后，我能够不冷吗

妈妈，我不能没有您

从您沉疴难起的那天

我感受到生命的秋天如此临近

温暖的日子突然变冷

寒流浸透了家的四壁

妈妈，没有您

我余生的时光也是冷的

——— 《没有您，时光是冷的》

在夜里，李筱一次次、一遍遍用诗歌为自己失去母亲

伤痕累累的心疗伤，一遍遍在黑夜如幔的氛围里回归母亲

的疼爱，倾诉自己的悲痛与哀悼。

敏感的心灵让诗人的生命触角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亲情、有爱情、有友情，更有对山山水水、风花雪月的

“轻拢慢捻”、“你情我浓”。诗人每一次远足，归来后都会

用诗心去交流，每一处、每一个足迹都成为他思想驰骋的

疆场，或参悟，或谒拜，或叩问，或撞击，或融合，或品



序二 11

味，或尝试，做到天人合一，让灵魂脱离尘世中的无奈与

纠结，变得轻盈透明、纯粹自由，在广袤的黑夜里舞蹈，

抖落白日里所有的纠缠与负重。

行走在湿地 把辽阔的爱植入

若尔盖 若尔盖 若尔盖

一行一行的诗句倒向高原

一面一面彩色的大旗

在马头琴声中徐徐升起

——— 《途经若尔盖》

爱使诗人成为美的纯粹化身，成为语言的通灵者。在

凡俗的生活之外，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让没有色度、没

有温度、没有质感的日子变得温暖而美好。

在熟悉的环境，李筱用陌生化、异质化的方式构建一

处陌生感，以此来抵消平庸的现实世界，完成非常意义上

的生命提升，给陷入生活困窘中的自己慰藉，这是面对现

实世界乏味的生命状态的一种转化，用诗性的世界解围生

存的窘困，用诗性的浪漫击溃生活的无奈，“让你看见一个

人的赤裸 /也看见他的蔚蓝以及伟岸” ( 《蓝》)。

有诗真好，李筱每到夜深人静时，在忙完了一天的工

作之余，整理情绪，与诗悄悄对话:

给这些草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然后让它们深入平原的腹地

让它们占领和弥漫我的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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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它们站立的身影洗净尘埃

让它们流淌无尽的阳光雨露

让它们在天空俯瞰呼唤名字

短暂一生终将成为海的倒影

一首诗记载生动深刻的年轮

——— 《草》

祝愿李筱在诗歌的灵性世界纵马驰骋，愿更多感人心

弦的诗歌在他的笔下思如泉涌!
2017 年 8 月 26 日

(李晓恒，著名诗人、书画家、评论家。现供职于中共陕西省委

《当代陕西》杂志社。发表诗歌、小说、散文、文艺评论、报告文学

近千万字。出版有诗集《是谁耷拉了我的耳朵》《铁的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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