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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燕（梦西）写诗是我离开宁夏以后的事，所以不多阅读，只

是偶尔在《民族文学》、《诗刊》、《朔方》等刊物上读过几首。人倒是见

过两面，一次是在诗刊召集的青岛诗会上，另一次是在深圳创作之

家。两次见面都是由贾长厚先生引见，因为生疏，没有太多交谈，只

是知道她是宁夏屈指可数的回族女诗人之一。我对陈晓燕女士的了

解，仅此而已。

她要出一本题目叫《西部的太阳》的诗集，要我为诗集写一篇序

文，便寄来诗集的清样。我作为一个在大西北生活了 28 年的回族，

见到一位本民族诗人那么执著而又满腔热情地歌唱那片贫穷却也

富饶的土地，真的是由衷的高兴。而今在物质和金钱几乎独霸世界

的行情中，人们对审美和灵魂的大不以为然，早已让充满真情的诗

人蒙受了亘古无前的伤害。可是当我读了《西部的太阳》中的一百多

首诗以后，顿时兴奋起来，诗歌的魔力仍吸引着一些人的精神高地，

并保持它极大的诱惑力。不管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的变化，不管金钱

如何主宰太多人的灵魂，诗歌不会死亡，在我们这个曾经出现过李

白、杜甫、苏东坡的诗词大国里，都妨碍不了诗歌的太阳依然在黎明

时升起。诗歌不会成为民众的弃儿，绝对不会。

西部历来是神奇而又迷人的。那些黄土地、红土地不仅生长着

西部的一只报春燕
———序诗集《西部的太阳》

高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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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赖以维持生命的五谷，也生长着滋养人们精神和净化灵魂的诗

歌。西部大开发，不应该仅仅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也同样应该是民

族文化的兴奋点，而且只有得到文化的虔诚关注，经济才能振兴和

腾飞。晓燕的诗关注西部的历史和今天，关注西部的发展和未来，为

西部黄金岁月的到来笑逐颜开：“时间之水流至 2000 年时 / 西部一

改往日的无言和沉寂 / 突然站立起来 / 甩掉一年四季厚重沉闷的

羊皮袄 / 西部，要把惰性和无奈扔掉”与其说这些诗句是诗人对开

发西部的客观描述和主观警示，不如说是诗人对西部未来的迫切和

激动。因为诗人已经预见到西部的土地“像绿色的孩子 / 随着春天

的铃声 / 蹦蹦跳跳回到你的身旁”，“正在展开一幅风景如画的宏

图”。她的《向日葵》、《再塑黄泥小屋》、《大地的翅膀》、《黄河，笑圆了

酒窝》等诗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这种心情和渴望。《煤的风景线》则

给了人们一种信心和力量，那些“迎着星星的欢笑 / 走出深深的巷

道”，“脸上带着煤屑 / 调皮的玩笑 / 那雪白的牙齿 / 向生活报道”

的煤矿工人们，使读者有理由信任西部人开发西部的信念和乐观。

这个集子的相当一些诗之所以感人，能够与阅读者进行较好的深层

交流，其最根本一点，不在于诗人写了一些什么，而在于诗人重视或

着力对生活做出历史的人文的开掘，在于强化或加重了一种批判精

神。如《三十年后》、《酸枣》等，都是这类诗写得较为出色的佳作。

诸多文学理论指出，文学作品要永远和生活打成一片，然而文

学作品的内涵，文学作品揭示的某种意义，往往又高于生活。就是

说，文学作品总是来自大众又高于大众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

一个从内容到形式，诸如语言、画面、音韵、节奏、构思、主题思想等

是否力求明快、清晰和通俗的问题。通俗总是和浅显、平实乃至易懂

有关，这就规定了作家有意无意中将文学回归到平民和传统的思维

层面，强调了文学与民众的适应和融合。晓燕写了一首《入静》，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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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虽然较长，我还是要全文加以引用：

当我坐在这儿 / 无限的风光 纷涌而至 / 所有的阴云 四处

流逝 / 笔、墨、纸，还有很大的案子 / 多美啊 这样一个宫殿 // 情

绪、肉体、思维或者观念 / 都从庸常的生活中 / 一一被剔除干净 /

只有纯粹的美感 / 铺展开来 / 其中鲜花和香草的气息 / 弥漫在灵

魂所及的地域 // 这是一根一触即响的琴弦 /（虽然我对音律一窍

不通）/ 声音无时无刻不流淌在 / 梦飞翔的天空 / 当我坐在这儿 /

生命绽开快活的叶片 / 从里到外 / 疾速而兴奋地 / 绘制着一幅又

一幅 / 伸展着的画图 // 没有烦腻 / 未来漂浮在水上 / 浮游的人 /

多么幸福 / 不管早餐是面包 / 还是一杯清水 / 轻松无法用金钱 /

兑换 // 苍白 在没有火花和颜料的 / 纸上 呆立 / 文字是铁铸的

小门/ 力量远胜过铁艺的魅力/ 轻轻一推/ 苍白如烟散去// 这些在

空白中盛开的花朵/ 艳丽、妖娆/ 它们的气息要等待人的/ 开启/ 仁

者见到仁的优雅/ 智者看见智的从容// 当我坐在这儿/ 一扫昨日

的琐碎/ 以及残渣剩饭的拥挤/ 也关闭明天幻想的迷雾/ 静静地坐

在这儿/ 嗅着墨悠悠走近的香味/ 屏住呼吸听自个儿/ 携墨在纸上

的言语/时间之河 /便在身后 失去岸的/监护

这首诗可谓“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这首

诗描摹的是一种很高雅的事物状态及很内在很丰富的心境，诗人躲

开那些难以琢磨的外行人的障碍，却以大量普通人都能理解和认同

的意象和用一些谁也不陌生的文字，让读了诗的人产生美感和惊奇

感，并把读者的灵魂引领到诗的意境中去。古人说：“山之精神写不

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入静》这首诗正是

很有分寸地运用了这种技巧，它不仅是淡化了某些术语的艰涩，而

且通俗地传递了艺术，传递了艺术带给人们的美好心境和感悟。让

人读懂，不故作深刻，是当今繁荣诗歌、让诗走进民众中去的一个极

3



………………………………………………………

XiBuD
eTaiYang

西部 的太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关键的词语。否则诗真可能成为民众的弃儿。

说到不足，读陈晓燕的某些诗总觉平淡，语言不够鲜活，立意开

掘欠深度。我曾给自己写诗开过一剂药方，这里不妨顺赠晓燕：人类

需要诗歌滋养，而诗歌更需站在人类发展的前面，站在人类的高处

俯视人生，深入人类的心底认识人生，进而昭示人生，张扬人生。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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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西部拥有开花的太阳

1/ 向日葵

3/ 黄昏小村庄

4/ 再塑黄土小屋

6/ 黄河，笑圆了酒窝

8/ 大西北

10/ 宁夏

11/ 从沙坡头滑下

12/ 黄河上漂动的羊皮筏

13/ 年轻的土地

15/ 西部牧场

17/ 车过西夏王陵

18/ 西夏王陵

19/ 秋日的阳光

20/ 西部两千年

22/ 金土豆

23/ 君子兰开花了

25/ 绿色的冬天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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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大地的翅膀

48/ 种子

49/ 火的传人

51/ 煤的风景线

53/ 意象

55/ 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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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牡丹

60/ 画印

61/ 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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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的花盘

纷纷飘落

顽强的生命

即将在某个地方诞生

那年夏天

我们坐着火车穿过西部风景

荒凉的腹地

飘来大片的向日葵

不见生灵的地方

流淌着金质的光芒

仿佛天使的手臂

高擎着太阳的骄子

仰脸也罢

俯首也罢

都自在逍遥

无所谓的风

也在这里迂回

芬芳弥漫

生命的殿堂悄然地

向 日 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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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撒着希望

西部 拥有无数

开花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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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黄昏

急匆匆赶往城市的驿站

在穿过田野的路上

夕阳掉进贺兰山的炉膛

火焰冲天而起

半个天空涂满惊异和神奇

我停下归家的心情

激动地沐浴着这热烈的时辰

这个季节

大地还没有镀上金黄

与晚霞对映的

是无垠的碧绿

天上富贵

地上丰腴

黄昏的潮汐渐渐隐去

我回首的时候

星星围绕着小村庄

在这片燃烧的地方

空气日渐清新

黄昏小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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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着泥巴

我们过家家

小手盖个小房

再砌好院墙

你到我家坐坐

我到你家聊聊......
小时候 我们很认真地

做着生活

时光的罗盘

装满魔术的语言

不知不觉

我们在它的字里行间长大

抚摸生活的内容

想象变得粗糙不平

昔日的村庄改变了模样

质朴的小屋穿上了新装

阳光下的瓷砖闪闪发亮

高高的院墙里

一条狼狗

隔绝了许多来往

再塑黄土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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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再也不玩我们的迷藏

大人般地说着电视里的语言

泥巴很少和他们沾边

电子游戏机占去了想象的天地

看着渠水流淌

我禁不住和起泥巴

我要再塑一个黄土小屋

塑一个历史的缩影

载入小村变迁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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