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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告别的情愫

夏天敏

八十年代中期，饱经极“左”路线摧残的神州大地，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劲

风吹拂下渐渐苏醒过来。一时间，冰河裂隙，万木复苏，就连地处边陲，交通、

信息都十分封闭的乌蒙山区，也春草萌发、绿染大地。作为思想解放运动中

的—支劲旅——文学以其特殊的方式，承担起唤醒民众、揭露丑恶、昂扬斗

志的作用。一篇篇文学作品，以其沉重的反思、尖锐的批判、深刻的思想和

鲜活的文体，揭露了那个刚刚过去的时代对人、人性，对思想对时代的摧残，

揭示了极左路线对整个时代的伤害和扭曲。文学，在新时期所起的思想解

放、道德担当和呼唤民主、自由的作用，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那个满目疮痍、荆棘丛生、思想文化荒芜的时代，昭通就活跃着—批

有思想有文化的创作者。接之而至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春风，使这个地处偏

僻的边远地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昭通的—批文化人自觉地投入到思想

解放的运动中去，以手中的笔写出厂一大批文学作品。在新时期文学发轫

之初，昭通的作者并没有落伍，一大批活跃在校园和校园之外的年轻作者，

纷纷组织文学社团，创办文学报刊。仅在其时，昭通就有几十个文学社团，

大批的文学社团形成崭新的文学现象，莽莽乌蒙、漠漠高原一时间青草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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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山花怒开，蔚为大观。

张广生就是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并成为众多文学社团中最有影响之

一的“野草”文学社的第一任社长。“野草”文学社是由昭通师专的学生组

成的，这批年轻的学子，思想新锐，激情进发，写作的热情异常高涨。他们自

筹经费创办报纸刊物，他们的热情感动了校方，从而给予了经费的资助，成

了云南高校乃到全国高校中最活跃最有实力的文学团体。

我和广生的认识，缘于一次文学讲座。那时我也是非常狂热的文学青

年，因其起步早一些，被地方举办的一次研讨班请来讲课。讲课结束，大家

围聚而聊，广生上前搭讪，始知是师专学生。记不得当时谈了些什么，但他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讲一口粤式普通话，衣着和言行举止颇似工人。熟

悉之后，我的判断基本正确。

广生出生于广州，父亲因政治运动罹难，他从小饱受了政治上的歧视，

生活上的艰难，人格上的屈辱，小小年纪就参加了工作。恢复高考后考入昭

通师专，成为年岁较大，思想成熟、性格沉稳而略带忧郁的学生。

广生这样的人，如果继续生活于极左时代，可能的结果是：要么压抑自

己，在痛苦里挣扎，在挣扎中沉沦；要么是思想激进、不思后果，铤而走险、

毁灭自己。好在他在饱受蹂躏、满身创伤后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

万木复苏、朝气蓬勃的时期，他抑制住自己的激情，从忧郁沉稳中跃了出来，

用诗这个最能表达情感的方式，一泻千里地倾述自己的情怀，抒发自己的激

情。

在那段时间，广生犹如从地下奔涌而出的热流，写出了不少好诗。这些

诗放在近三十年新时期文学陶冶、积蓄、沉淀、升华之后所取得的高度中来

比较，显然是不够精致、不够成熟的。从思想的深度、文体的探索、技巧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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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上来讲，也有缺陷。但唯其如此，才可以看到当年那个忧深愤广，以思想

的火花烛照别人，也以思想的炽热焚烧自己的青年诗人，是何其大胆、何其

透明、何其赤诚、何其忠诚。

多年来，我执著于小说创作，对于诗读之甚少，对于诗歌的源流、发展、

流派、艺术主张、文体变化等等知之甚少。但广生执意请我写序，我实在为

难。不写，拂了他的一片好意。写呢，又担心云里雾里、言不及意。在我从

一个读者的角度，饶有兴味阅读了广生这本诗集后，我将他诗集中的 105 首

诗歌从内容上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有较强地域特点的怀旧诗或者乡土诗。《给妈妈的歌》《告别

荷塘》《致母校》《我的老师》等诗都写出了细致动人的乡情、亲情，我们可

以读到“以攀援的花朵做祭文，把陡峭的石壁当墓碑”的《山祭》《父亲》《两

座坟墓》《哥哥，我来了》的沉重，以及《苦恋的故乡》《思念高原》《山的形象》

《云之恋》《高原的草》中“我将跌宕的山峦／诵读成大海的潮汐”“云雾织

成了你的桂冠／飞鸟吟诵你的永恒／你缄默着／以缄默的美德／领受来自

每一个角度的注礼”等有很强的云南高原峡谷地域特色的诗句。

第二类是地质工作相关的诗。作者写出了地质工作者“手握罗盘，脚穿

登山鞋”，住在“天地是一栋飞着无数萤火虫的帐篷”，走在“地球交错的牙齿

上／丈量着地球的年轮／我的脚步声敲响了海贝的记忆／山山水水都响起

了共鸣”，面对“那一片片的页岩／是童话的摇篮和史诗的蓝本／唯恐后来

者丢失…一部悲壮的历史／大地悄悄地编撰起自己的备忘录”，“我的心有

钻机震响的乐曲”，“罗盘是我聪睿的眼睛／汗珠凝结成铿锵的诗韵／地质

锤每天为我拓展诗的意境”，《收队》时“走在我们身后的是现代建筑／读我

们的脚印不要读成逗号／鸟瞰是钢轨平视是五线谱这才是／熊熊篝火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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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常谈的话题”等，都写出了地质工作者在《黄昏的山野》“篝火绰绰之下的

诗情萌动”。

在描写大自然的《雾夜》《星空》《黎明前的故事》《流星》《晓风》《春夜》《草

坪上》《春雷》《山茶花》《树》《枫叶》等诗歌中，他准确地运用通感，细致地

描写山野间的风云变幻，对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惊喜细微的描写，

富有画面感，形象鲜明，用自然物进行隐喻，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志向，也应该

得益于诗人长期从事地质工作，和大自然的亲近有关联，对自然的洞察和体

悟有关。

第三类是写对事物的感悟，如《木棉树》就写出了诗人在不同的时间里

对木棉的不同态度和感悟：“年少时，我嫌她太美／拿着竹竿，将她从蓝天打

落”；少年时认为“你真可恶，真可恶／每一朵花，总攀着高枝”；“如今，我凝

视着天涯的红叶／来来回回地呼叫着／木棉树木棉树”这是对木棉的怀念

和追忆。《花瓶》充满了“微笑着，多少美好的谬误／和花一起走向定格。／

只是看不到柔风荡起涟漪／只是闻不到芬芳在泪光中飘洒”的辩证思考，而

从《贝壳》“斑斓的背上／这么多彩色的梦／是洗不掉的履历吗 ? ／海说，

过去了／这是—只咸涩的歌”这一类诗中我们可以读到作者精神的成长，不

同于西方视角的对《圣诞树》“不过是一颗平凡的树／多了几枝臂弯／少了

—串童谣”的新解读，《我的广告》中“我的广告／张贴在社会的屏幕上／不

是古玩拍卖／更非古典推销／一半，像寻人启示／一半像出使伊甸园的护

照”，用广告这样的现代意向表达古典的情怀，也很有新意。

第四类是感情浓烈的抒情诗。写作时间应该较为年轻，有初恋的朦胧、

相思苦涩、相爱的欢愉、年少的迷惘、友情的珍贵、人与人可贵的缘分，尤其

是《致一位山区女诗人》《橡树林里飞出的信笺》《云之恋》《春夜》《致白云》《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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逅》《雾湖》《石像倒塌》《走出你的房间》，都让我联想到了占典而克制的爱

情，那些过去的时光“或许人生总是在倾斜里行走／不管走多远／回首时总

望见最初的站口／于茫茫中浮现／远方，远方／可否见过人在雨中／雨中

的人／思念被忧愁湿透。”

广生是昭通早期诗坛上的一员骁将，也是昭通师专文学社团中的重要

组织者，提起昭通文学发展，不能不提到早期的张广生。这些年，他为生活

所累，经营着生意，可谓身心疲惫。但他的背影是不会淡出昭通文学的视线

的，他疲惫的身心里仍然有文学之火在燃烧，他趔趔趄趄的脚印里，仍然在

续写着新的诗句。但愿诗歌能温暖他的灵魂，但愿诗歌能温暖他的人生。

是为序。

2011 年 6 月 3 日于昭通

（夏天敏、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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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荷塘

如果我童年的故事长霉了

我便来到这里

脚步轻轻的 ,轻轻的

仿佛怕将那圆圆的梦惊醒

好让我再有一次绿色的记忆

但这已不是儿时的荷塘了

看不见 ,绿叶遮护下

莲藕在污泥中节长

以及十分遥远又近在眼前的

藕丝拉长了的乡音

而我还是留连不肯离去

那枝高出水面的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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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了 ?是否

还在浊水中自洁

用无声的色彩划破了水塘的宁静

哦 ,该走了 ,不必问我

为什么匆匆来又匆匆去

最好去问那落花的莲子吧

可曾留恋 ,藕丝的缠绵

仲夏的绿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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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母校

我的眼睛

曾在这里带去光亮

我的笔墨

曾在这里带去思想

我的生命

曾在这里带去信念

我的高原深处的母校

我的歌声

将捎给您赤子的深情

我的步履

将时刻与您心跳扣击

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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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因您而插上翅膀

即便有一天

我生命的星辰陨落

您也将最后听到

我留恋的呼唤

我的母校——昭通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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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瑶、爱情及其它

红帆歪斜着

走出童话的港湾

天空瞬时超脱地弯下来

美丽的彩桥

撩起少女的超短裙

海风笑了，棕榈树上

爱心打起迷乱的旗语

那一天，爱情被放逐

流浪于天涯海角

梦，由此有了更宽广的领域

泽国中所有的渴望聚拢又撒开

朦朦胧胧的曲子听着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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