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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诗韵在审美中升华
———序赵晓梦诗集 《一夜之后》

◎朱丹枫

继出版诗文集 《爱的小雨》 《给雨取个名》 《把门打开》

《最后一个问题》后，赵晓梦又推出新作 《一夜之后》，给我

们带来新的欣喜。前四部作品集着重从他的童年记忆、学生

生活、职场经历中撷取点滴，抒发情感，充分展示了他的艺

术修养和诗文成就。这部诗集侧重回顾近两年来与诗歌相伴

的人生履痕，续写着他携诗同行、笔耕不辍的诗歌创作历程，

是作者心血的又一次结晶。

诗是一种指向，一种高度，从诗作中可以看到诗人的境

界和追求。

赵晓梦的诗歌创作已然进入诗坛有影响的行列，而且还

在 “激流勇进”。他对诗歌痴迷、执着，自小坚守至今。他的

创作态度严谨，对自己的诗作有高标准、高要求且与时俱进，

追求具有丰厚人文精神的美学理念和艺术品位。改革开放的

３０多年是中国当代史上最富色彩的时代，坎坷的历程、奋进

的艰辛、成功的鼓舞、复兴的辉煌，负载着丰厚的历史内涵

和人文内涵，也带来了新时期中国文艺思潮的多元化发展。

一是现实主义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二是以现代主义为代表的

· 001·



各种思潮此起彼伏；三是 “雅”“俗”文化相融互补的结构性

大调整。多元化的双刃剑使当代文艺创作鱼龙混杂，沙金俱

下。诗歌也受实用化和功利化的影响，价值观变得更为开放

而杂乱，常常因为过于现实化而导致审美理想和艺术精神的

沉沦，导致审美价值的弱化乃至缺失。然而，我们却从晓梦

现实主义的书写中看到了对审美的坚守、对价值的追求，难

能可贵。

初读晓梦的诗时，不免有些隐虑，直面具体的场景，会

不会让诗作成为分行的纪实文字？但那些飞翔跳跃、充满诗

意的文字告诉我，担心是多余的。他的 《季节词典》，既是节

气时令的诗意表达，也是人生之旅的情感再现。在这里，我

们不仅仅读到了节气之于时令变换的记录者赵晓梦，听到了

夜莺之于夜晚的歌者赵晓梦，闻到了玫瑰之于花园的园丁赵

晓梦，读到了思考人生际遇的智者赵晓梦。在 《隧道》中，

他感受到了人生隧道如同一张坚固的蜘蛛网而人在其中的渺

小无奈：“……但是隧道，仍然呼啸向行／隧道前面还是隧道／

隧道旁边还是隧道／隧道上面还是隧道／隧道下面还是隧道／隧

道连着隧道／像一张坚固的蜘蛛网／从未顾及过你的感受……”

在南京 《乌衣巷》中，他想到了刘禹锡，思考的是人与自然

的对应关系，历史演进和文化传承： “……巷口还在／夕阳还

在／怎么看它就是不斜／就差那么一点／就缺那么一点／即使你

复原得再逼真／也是复制品／仅供游人／到此一游的留影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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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赵晓梦的诗关注当下，又能从现实中升华，他常常能够

从纷繁的日常生活与事物中提取核心因素，以朴素的语言揭

示坚守的理由，捍卫生命的主权，并从中折射出诗人的人生

观、价值观，实现诗歌力量的抵达。如 《攀枝花》《马湖》《瓦

切的格桑花》《米易》等就是在对当下和现实的关注中，凸显

他的写作态度，让理想精神获得现实指向。

诗人是美的创造者、正义的宣示者，从诗作中可以感受

到诗人的责任和力量。

今天的世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伟大的时代需要当代诗人进一步增强社

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心无旁骛、潜心磨剑、精雕细刻，

深刻地反映传统精髓、时代精神，为当代中国留存强大正能

量。“诗人就是每天送给我们面包的人”（聂鲁达）。从赵晓梦

的诗作中，我们看到了作为媒体人的思考与作为文化人的担

当。他坚守诗人的责任使命，寻找并张扬社会中的光明和温

暖，为奋斗着的人们提供精神支撑。他有定见，有定力，不

浮躁，不跟风，在创作中始终坚持以现实主义为主调，不放

弃对生命本真的感受和体悟，广纳百川、不拘一格，充分汲

取中外艺术经典和当代艺术流派的滋养。他对中国儒家美学

观所心仪的 “比德”即向善的功能，道家美学观所追求的自

由、“娱情”的美的境界多有领悟，并用符合大众审美习惯的

方式导引诗歌创作，给予读者一个心灵皈依的栖息地，让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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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成为 “美善相乐”的精神家园。他善创新，他的创新能力

得益于他的理念和视野，得益于他的只管耕耘、不问索取的

“孺子牛”精神。如写父亲的文字已是汗牛充栋，赵晓梦的

《父亲》 《家书》却另有滋味，不经意地写到他 “当年求学时

背过的挎包／父亲说东西还是旧的用着习惯／父亲我行我素／固

执地往返成渝两地／既不愿老母亲到城里呼吸雾霾／也不愿小

孙女回乡下遭蚊子咬／宁愿自己挎着一个红色旅行包／将两边

的消息用体温来传递”的这段记忆，这倒是独特的细节处理。

父亲对儿子的用心要儿子去体味，也只有体味出父亲的良苦，

父子之情才能透过纸背，延伸于生命的整个历程。赵晓梦的

创作没有被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格式化，他的诗作对现实和

历史的较深介入、对地域生活的多样呈现、对当下生活的形

而上思索等等，无不体现出他在敏锐注视时代变化，以独特

而深刻的方式反映当代人真实的生存图景，故而他在创作时

总能以丰沛的情感体验、超然的审美品位、优雅的音节韵律，

燃起自己心头激荡的热情，带给读者许多美的享受，为人们

搭建了一个缤纷绚烂的精神驿站和心灵家园！

《一夜之后》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度较好、质量上

乘的诗歌作品，尽管在篇目的选择上还可以更严格些，以使

全书的艺术风格更加和谐统一。应该说，当一个诗人达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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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力量。我为结识这样的诗人备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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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唤醒，是对正义的追寻，这正是赵晓梦和他的诗作给予我



写出自己就有了生命力
———序赵晓梦 《一夜之后》

◎梁平

诗人赵晓梦是我重庆的小老乡。我在成都供职十余年间，

八小时之外有很多在一起的机会，小酌、大饮，聊天南地北，

聊得更多的是诗歌。晓梦读大学没有经过高考，被走了捷径，

这恐怕是现在刚刚从考场上下来的那些学生无比羡慕的了。

少年晓梦梦的是文学，高中就八方投稿四处获奖，因为此，

重庆北碚缙云山下著名的西南师范大学破了高考的格，让他

直接从高中毕业进了大学的中文系。这么多年过去了，原来

那个文学青年赵晓梦，脸还是那张娃娃脸，心性却已经成熟，

结实、靠谱，包括他的诗歌。

诗集 《一夜之后》应该是晓梦近几年的新作。他在一家

纸质传媒做高管，职业是每天要面对太多的没有文学色彩的

文字，一个标题、一个句子、一个标点符号地过滤和审读，

这是要命的活儿，非常人可以胜任。离开这些文字，就是他

自己的文字，早些年乱七八糟写了些八卦杂说，微博上的粉

丝已经把他缠成一只肥硕的缠丝兔了。我曾经很郑重地提醒

他：“兄弟，这是一个浮躁的虚拟，可以有但不可以当真，当

真了自己会出现幻觉，这样的幻觉最终伤害和消耗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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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才情。”这以后，晓梦从他办公楼出来回到家里，开始珍惜

和爱戴自己堆码的文字，短短几年时间，一部 《一夜之后》

摆放在我们面前。

这是一部值得阅读的诗集。时光在晓梦的脸上没有留下

多少痕迹，所有的经历、感悟与思考像蜘蛛网一样布满他的

每一根神经。于是有了 《行走大地》《季节词典》《秋天之门》

《偶然乡愁》 《一夜之后》 《北方南方》六个乐章，对于生命、

生存状态、时令季节、故土、乡亲，几乎所有的生活元素成

为这部诗集的内核，而这些，并非游离于诗人之外的隔靴搔

痒，而是实实在在的自我抵达。

晓梦的诗，如同诗人本身一样，真实、亲近。《在新九的

山中过年》是诗人到乡下过年写下的。过年的诗很多，但是

晓梦能够写出不一样的感受： “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新的。／远

处刚苏醒的山，院子里／长出新芽的树，和这透明的风，／这

芭蕉叶上一尘不染的阳光，／甚至阳光下黝黑发亮的百年老

宅。”这里就有一种冷静里埋伏的澎湃，流走的记忆，久违的

故土，在诗人眼里的新是心境的新。“寂静一如泛着绿宝石光

亮的矮树丛，／清洗着心肺。在这新九的山中，往事／如同后

院枝头盛开的杏花，缝补着空白。／墙角那棵果壳干裂的石榴

树，一脸谦卑，／在蓝色天空下，我们都没有说话。”由景及

情，这是一种再通俗不过的写法，然而在这里却有一种久违

的伤感。诗中的矮树丛、杏花、石榴树、天空……这所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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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媚的景物，仿佛让我们看到丰繁复杂一生，无言以对。

“如同这个被遗忘的山中老院子，／新年的阳光始终走不出屋

檐的阴影。／时间像路边的驴和马，等待青草长出来。／而我

在炭火的灰烬里，等待／铜火锅的原香弥漫开来。／／只有这溪

中逆行的鱼，在逃脱网的纠缠。／只有你怀抱这黝黑发亮的老

宅子，／久久注视，这枚生锈的铁钉，／在斑驳的阳光下抵抗

衰老。只有我知道／ ‘这里的一切都将活得比我更长久’。”年

迈的故乡总是年轻的，而人生的短暂，稍纵即逝，没有任何

一个人可以活得过故乡。在所有写过年的诗歌中，这一首

《在新九的山中过年》就别有一番滋味。

想象与思想是诗人缺一不可的宝典。缺乏思想的想象即

使天马行空，也轻如薄羽；缺乏想象的思想即使讳莫高深，

也无非空洞。这都是在诗歌里需要警惕和规避的。我以为，

晓梦深得其要义。比如：

春天被过度修剪，我注定将迟到。

在这片缺乏睡眠的河滩，

陡峭的风，刀子一样削来。

而垂柳，像凌乱的琴弦碰在一起。

我闻到雨打泥土的芬芳，还有

掌心迷人的麝香。我注定将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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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诗人给雨举行的葬礼。

我被缩小在十里外的长亭上，

就像湿地公园一棵孤独的芦苇，

在四面透风的天空中，

身体单薄得像张纸，眼看

就要被吹走，就要被砍头。

夜晚接满一缸水，刺骨的水显得更黑。

寒冷以看得见的速度，冷却

我这根被春天烧红的铁。我注定将迟到

你对河湾眉头上青草虫的催眠，

迟到岷江河谷发出最后的痉挛。

面对这潮湿的街道，支离破碎的夜晚，

“我必须用全部的肺来呼吸”。

——— 《倒春寒》

我喜欢这首诗。一个时令让诗人看见的是 “夜晚接满一

缸水，刺骨的水显得更黑。／寒冷以看得见的速度，冷却／我

这根被春天烧红的铁”。面对一个大家不愿意接受的 “逆时

令”，诗人以敏锐的嗅觉和准确的认知，在单调、枯燥的概念

里迭出的意象以及与之抗衡的意志和思想，增强了这首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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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和辽阔，而且， “我必须用全部的肺来呼吸”，这就是诗

人的任性。

诗歌写作其实是一种自我救赎，这种救赎是对自我的真

诚追寻和确认，这也是每一个诗人都在有意无意而完成的命

题，如同任何艺术归根结底还是无法回避人性的探究。不同

于一些先锋写作者刻意的特立独行，也不同于一些伪先锋的

装神弄鬼，赵晓梦的姿态从始至终都是真诚的。在 《城里的

月光》里，诗人这样写道：

一眼能望到的距离越来越短

一眼能看清的事物越来越多

在一堆纸里，你能找到的还是纸

十个烟头也照不亮你的脸

你的脸，惨白得模糊一片

像是从未吃过一顿饱饭

你能做的，无非是走出屋外

沿着二环路，一路快走

比房子还高的桥，没有红绿灯的汽车

正一车一车拉走属于你的月光

一点一点被掏空的你，虚汗淋漓

在桥身巨大的阴影里，空气是会呼吸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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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夜晚不适合做梦

请不要站在月光的对面打望

那些暗藏的米粒会灼伤你的眼

尽收眼底的东西越少越好

一堆报纸，掩盖不了你淋漓的汗水

月光下走着的，都是你的亲人

“一眼能望到的距离越来越短／一眼能看清的事物越来越

多”这是一种颇具哲学意味的观察和自省。这是一首容量极

大的诗歌，惨白、模糊、掏空、灼伤这样的词，把诗人似乎

遮掩的现实与内心的冲突撕扯开来。或许由于职业原因，单

调、周而复始的生存空间与时段反倒是成就了诗人独立的思

考，属于诗人的月光被一车车拉走，夜的城市 “空气是会呼

吸的痛”，因为看得清的事物越来越多，这种痛就是没有解药

的痛、无法逃避的痛。那么就自己给自己一剂解药：“请不要

站在月光的对面打望”，让 “尽收眼底的东西越少越好”，这

里有一种无奈，也有一种勇气，因为诗人相信 “月光下走着

的，都是你的亲人”。其实，这也是一种人生经验的价值所在。

晓梦的诗有很多句子是能够过目不忘的。比如 “那些吃

五谷长大的迎亲队伍／走在你细小的腰身上／年复一年，埋藏

着淤泥／埋藏着爱与被爱的秘密” （《这河里到底藏了多少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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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比如 “忘记一条路比忘记一个人困难”（《路过》）；比

如 “这黑夜的乳房啊／一只干瘪，一只饱满／就像我生活过的

两个城市／———重庆和成都／／握住黑夜的乳房／就是不想睡觉，

也不想说话” 《我握住了黑夜的乳房》。诸如此类，可圈可点

的太多，这也是诗人对自己作品的严谨和挑剔，实属难得。

《一夜之后》是诗人赵晓梦在诗坛失联多年以后的 “回

归”之作，我以为可称作 “出手不凡”，可喜可贺。从晓梦其

人、其诗来看，我更加坚信一个判断：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

无论你在做什么职业都可以优秀。只要你不是在装扮自己，

而是结结实实写出 “自己”来，写出 “自己”的与众不同，写

出 “自己”的 “这一个”，那么你就无愧于诗，无愧于诗人这

个桂冠。

是为序。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４日凌晨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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