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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倾诉 （代序）

靳亚利

几年前读过古枫的散文集 《江上有好酒》 （新华出版社

2007

年出版），

从那时起， 古枫的名字就深刻印进我的脑海里。 一位作家创作生产了作品，

而优秀的作品又为这位作家带来了声誉。 古枫就是因为其创作生产的一篇篇

散文佳作， 让我刮目相看， 并心怀一种敬意和喜欢。 他的散文作品占有了我

部分的阅读时间， 是我喜欢阅读的那种。 这一阅读， 可以为我带来赏心的愉

悦， 带来美好的情感， 带来明辨的哲思， 尤其是他近几年创作的散文作品，

更是让我寻来阅读， 以此来慰藉和满足心灵的需要。

有一次古枫来省城办事， 我们相见了， 我夸赞他说： 你的散文是越写越

好了。 这个越来越好， 是指作者以往的作品和当前的作品相比较而言的。 他

以往的作品当然也很好， 而今天的作品确真真地又更上一层楼。 他近期的散

文作品在保留了原有的那种质朴、 率真， 富有一定的思想的同时， 又娴熟地

将自己浓郁的情思， 智慧的机敏和幽默的雅趣， 不经意地嵌入了自己的作品

中。 散文的概念范围很广， 一个作家如果想让自己创作的散文走向艺术的上

乘与极致， 那无疑就必须让自己的散文作品， 越来越贴近文学的散文， 并越

来越趋于艺术化的表达。 只有这样的追求方可使自己的散文作品充满魅力，

富有鲜明的个性。 这犹如我们去参加一个盛大庆典宴会， 在那儿我们见到了

许多穿戴漂亮考究的嘉宾。 而过后，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又挥之不去的，

一定是具有独特个性的哪一位绅士或淑女。 古枫经过了多年的散文创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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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深谙此道。 他在近期发表的散文中， 已经凸现了自己所有的艺术语言的魅

力和个性。 这就让他的作品在众多的散文作品中， 区别其他的散文作品， 而

给人们的阅读留下深刻印象， 并成为人们久远的珍存。

古枫近期发表的散文作品 《这里能听见心跳》、 《最后一次远行》、 《我

的井下生涯》、 《老物件钩沉》、 《红宝石戒指》、 《访美散记》、 《血色如画》

等篇章， 都是以自己独有的， 充满个性且富有诗意的语言， 来表达倾诉的。

“陵园的门虚掩着， 两侧的房门却紧锁着， 看不见人影， 听不见声音，

摇曳的棕榈树如婆娑起舞的忠魂， 啾啾的鸟的鸣叫又极像战斗间隙中流弹飞

过的脆响， 似乎有硝烟的味道扑鼻而来。 围墙绿色的琉璃瓦檐头蜿蜒着直隐

入雾霭， 眯眼望过去， 正是一支部队在急行军， 动作很轻， 虽脚步匆匆， 却

静寂如梦。 啊， 这里真安静。”

这是作者在 《这里能听见心跳》 一文中的一段描写， 是作者古枫赴云南

学习考察时， 他慕名走进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后建成的一座陵园。 由于他的专

注和凝神， 由于他对烈士深切的怀念与敬仰， 他走到陵园门前的那一刻， 他

的视觉、 听觉、 嗅觉、 心灵都一起张开了触角， 它才有了这颜色、 声音、 味

道以及心灵感知融会的活灵活现的传神描写， 使读者跟着他不觉中进行一次

全身心的洗礼。 烈士们是为国捐躯的， 他们理应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他们是

一队长眠着的战士， 而正因为他们是战士， 为祖国为人民他们的灵魂永远警

醒着、 战斗着……面对这精神生命的鲜活、 不朽与崇高， 作者没有昂扬的议

论， 没有虚幻的说教， 只是在这美丽的、 安静的、 理性的、 挚情并充满诗意

的描写中， 淋漓地展示了自己在陵园门前的深入心灵， 深入骨髓的那种感受

和体验。 这正是一个成熟的作家， 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作智慧， 不断进入创作

佳境， 不断调动起全身心的创作激情， 孕育、 滋润、 生产出属于自己的这一

个精神果实， 使这一收获甜美、 感动、 激励了读者， 同时而甜美、 感动、 激

励了作家自己。

古枫不仅对触景生情描述的如此令人羡叹， 且对人物的描写同样落笔不

凡。 看他在 《最后一次远行》 中描写父亲时的一次表现：

“我和二哥、 二妹都给他买过手杖， 有黄山的， 张家界的， 还有不锈钢

的， 手柄上镶了玉石的， 甚至像雨伞似的可以自如伸缩、 还配了照路光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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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总是轮换着拄了出去， 逢人就谈起手杖的来历， 自然牵动了一段父子

（女） 情。 我由此深知， 支撑父亲敢于面对风烛残年的不是手杖， 而是我们兄

妹六个在他心上的分量， 尽管我们表现得并不出色， 可他愿意为了我们活着，

为我们操劳。”

作者就是这样不着印痕地将自己的情感与认知， 由物及人及情的自然流

转， 就像从大山里流淌出的一条清溪， 缓缓地流进了读者的心田， 在那儿滋

润出一介绿茵……儿女的孝敬之情， 父亲酷爱每一个儿女之情； 父亲因儿女的

孝敬在人前释放的骄傲； 为了儿女， 父亲不惧衰老， 坚强快乐地生活着……这

一切， 都因父亲手中拄着的手杖， 而缠绕在一起， 纠结在一起， 且开出亲情

芬芳的花朵， 结出人性之美的果实。 在这一场景中， 作家对父亲的描述着墨

并不很多， 但却简洁、 硬朗地勾勒出父亲栩栩如生的肖像， 让人读了不能忘

怀。 作家在 《最后一次远行》 中对父亲的描述有许多的场景， 都值得读者赏

读和品味。 凡是优秀的散文作品， 作者在创作中， 以把自己的主体情绪同客

体融为一体。 随着描述的进展， 掌握各种不同的角度， 用最为凝练、 形象、

质感的充满诗意的语言， 尽情地将要表现的描绘出来。 因作家将自己的情感

浸透了人和事物， 因此这散文便有了巨大的魅力， 使读者， 禁不住深深陶醉

其中。 读者在舒缓沉溺的阅读中， 品味中， 渐渐愈来愈惊奇和赞叹作者， 对

人和事物的细致观察， 及对日常平凡生活的新颖发现。

下面让我们再读古枫 《我的井下生涯》 中的两个小片段：

“去工作面下出口启动电门时， 我俩走个对面。 我说来子尽干美差， 他

说： 都说哥就这好命， 肥得屁眼儿流油， 不是哥吹， 这会儿你嫂子把酒早就

烫上了。 我说没准给谁喝呢。 他大笑， 我更笑。 笑意还漾在脸上， 工作面就

传来呼救声。 原来， 来子强行启动运输机， 造成电机移位， 把来子生生挤在

一棵支柱上。 发现时， 来子已不能言语， 眼见得口鼻渗出血来。 我们用绞车

摘了他身后的柱子， 他才被拽出来。 我们抬他迎着救护队跑去， 可太迟了。

其实在出事的那一刻， 他已经气绝身亡， 下身也有湿漉漉的液体淌出。 虽看

不清， 但我知道那不是油， 是血。 刚刚五分钟过后， 所有的诙谐和笑柄都远

离了他的躯壳。 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会议室里压根儿听不到笑声。 那以后

不久我也受了伤， 是那种说轻不轻说重不重的伤， 但险些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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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片段的描述中， 作者使用冷静的笔触， 不动声色的为你叙述了井

下灾难降临的无常， 生命凸显的脆弱及被命运捉弄的无奈。 这就如一个人，

快乐的唱着歌， 行走在大平原上， 突然间就掉下了万丈深渊， 粉身碎骨， 永

远告别了这个活生生的世界。 这让人毛骨悚然， 恐怖异常的同时， 更加小心

翼翼的面对生活， 更加百倍的珍爱生命， 更加认真精细的工作。 在井下工作

任何的松懈、 疏漏和粗心大意， 都会为我们带来致命地打击和伤害。 作者没

有去呼吁安全生产， 没有去讲什么珍惜生命的道理， 但是通过这形象逼真，

力透纸背的描写， 已经让人们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并警钟长鸣。 同时也

让领导者叩心自责， 我们运行的规章制度是否应该更加完善， 督查条例是否

应该更加严谨。 这就是文学和语言艺术的魅力， 它产生的拯救力量和深远影

响， 将远远大于一般泛泛的宣传和教育。 生活从来都是五味杂陈的， 不仅酸

甜苦辣混合在一起， 且悲欢离合， 美丑黑白也流转其间。 所以怎样认知生活，

并不断从生活中有新的发现， 用自己饱蘸激情的笔， 将这发现绘声绘色、 诗

意地呈现给读者， 使读者从作家创作的作品中获得启迪、 清醒、 抚慰并感受

到生活的激荡、 振奋和蓬勃。 让这生活， 不再是日复一日的重复、 平凡、 普

通、 琐碎， 而是充满了温馨、 崇高、 和希望……

《我的井下生涯》 另一段细节的描述同样精彩绝伦：

“这时， 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感到浑身散了架一般瘫坐在地上。 我刚注

意到井口已经挤满了家属， 在询问井下的安危， 把我们团团围拢了。 我们不

得不脱去湿透的衣服， 靴子里塞满了泥沙， 需要人帮忙才能脱下来。 我们七

个人都脱得赤条条的， 并不在意周围的女人们。 倒是许多女人们主动过来为

我们拧干衣服， 甚至有的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我们。 那种纯真无邪的情谊

至今让我难忘……”

这一细节的描述， 仍是采用了不事张扬， 平静舒缓的方式。 作者平静地

叙述刚刚从地狱之门走出， 获得了新生的矿工们 （当然这里也有作者本人），

在围观的女人们帮助照顾下的感人情节。 这富有诗意的语言， 简练、 形象而

有张力。 这语言蕴含着至善至美， 跌宕起伏的情怀， 文随情移， 宛如群山的

起伏， 江水的涌动。 在读者的脑海里增补着、 丰腴着一幅一幅人性大美的图

画。 刚刚逃离灭顶之灾的矿工们， 赤身裸体， 且已筋疲力尽、 瘫软如泥。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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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围观的女人们早已没有羞涩和性别的差异。 她们面对新生的矿工们， 像面

对新生的婴儿， 用充满母爱的心灵涌上前， 为他们擦拭， 并脱下自己的衣服，

为矿工们披在身上……这充满挚情， 充满善良， 充满美德的组画， 怎能不砰

然撞响读者的心扉， 继而使其泪水夺眶而出……作者用这种艺术手法感动了

读者， 从而使其心灵受到净化。 这一描写印证了作者诗意化叙述的日臻成熟

和完善， 并有了巨大的收获。 一篇感动了读者的好的散文， 都是作者在生活

中和所遇人物、 景物、 事物碰撞后， 在其心灵上闪烁的绚丽的光焰， 这是作

者用以描绘真善美图画的多色元素， 也是作者倾诉心声的七彩琴弦。 真和假，

美和丑， 善和恶， 黑和白， 虚和实， 爱和憎都在这儿汇聚、 集结， 并接受作

者的裁判， 给予歌颂或诅咒……作者在这充分的酝酿中， 被其骤然感动， 继

而化气， 化血， 化情， 凝结笔端变成文字， 感动振奋万千的读者。

古枫在近期所写的数十篇散文作品中， 都体现着他的美学追求及对诗意

个性的凸现和展示。 像在 《老物件钩沉》、 《红宝石戒指》、 《访美散记》 等

篇章中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都给读者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从而引领读者感悟

生活、 追求生命的真谛， 快乐、 幸福的穿行在属于自己的这一段时光中……

通过阅读古枫近期的散文作品， 感觉到他那宽阔、 厚实的生活库存和愈

加娴熟的艺术表达方式。 这两者贯通融合， 使他的散文创作呈现更好的态势。

他勤奋的创作实践和丰富的生活阅历， 使他的作品绚丽多彩、 丰厚立体、 蔚

为壮观。 读者有理由为他喝彩， 并期待他有更多更好的散文作品问世。 让我

们翘首企盼， 聆听和阅读古枫新的充满诗意的倾诉和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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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

绿色并不遥远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宁夏的黄河。 在这里河水是由南向北奔涌着的， 一路

挟持了荒凉和悲壮， 吟诵着千古的绝唱。

2009

年开滦冷冻队在黄河的东岸驻

足破土开疆， 他们背靠沙漠， 面朝贺兰山， 又把一份特有的豪迈和跳跃的音

符融入了黄河。 黄河在这段流程中， 因此变得深情， 变得精彩。

工地径直走进了毛乌素沙漠的边缘， 四周是绵延无际的沙丘， 真正是没

有水， 没有草， 鸟儿也不飞， 荒凉得使人却步。 可开滦冷冻队的勇士们来了，

他们破沙开路， 第一家在沙漠中扯起了帐篷。 为了抢工期， 他们等不及送电，

等不及送水， 靠车拉， 肩扛， 手拽， 硬是把上千吨的设备从几公里外运至现

场。 采访中询问起最初的艰难， 大家都流露出一种刻骨铭心的激动。 老班长

张起静说， 刚来时那叫一个苦！ 说是路， 车一进就崴泥， 只好连推再拽， 一

天干十几个钟头， 渴得嗓子眼冒烟儿， 嘴唇全裂了。 但是大家还是豁出命去

干， 一是工期紧， 二是不能压车， 那都是钱。 我们来时正是刮风季节， 沙子

抽在脸上生疼， 昏天黑地， 对面不见人， 顿顿饭里有沙子， 不吃又不中， 倒

是经饿。 最紧缺的是水， 买来的水还都是黄泥汤子。 我问能洗澡吗？ 他说洗

啥？ 喝都困难， 我整是一个多月没洗澡。 “反正媳妇也不在跟前， 洗给谁看

哪？” 张起静嘿嘿笑了。 我想陪他笑， 就是笑不出来。 我们是站在冷冻站的外

面说这番话的， 不远处的沙海正奔腾着细浪。 沙幕中， 我分明就看到了一副

绿色并不遥远

1



这里能听见心跳

“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缺” 的壮怀激烈的场面！

这里虽说是 “大漠沙如雪”， 却起名叫红墩子。 红

墩子是工地更是家， 在员工心中的秤盘上， 这个家的

分量比什么都要重。 到

2011

年

5

月， 他们背井离乡到

三千里外的荒漠奋战就整整两个年头了。 寒暑更迭，

冷暖交替，

200

多名员工默默地工作着， 奉献着。 他们

中间， 许多人的亲人病了， 甚至故去了， 他们却因工

作紧张脱不开身， 只能把思念和悲痛埋在心里； 许多

人的子女考学、 结婚， 甚至父母过生日， 也只能用手机捎去鼓励和问候； 许

多人面临生活和前途的选择， 甚至是要对象还是要红墩子， 他们选择了红墩

子。 有个叫刘伟的

80

后， 翘起的嘴角愁也是笑。 他是工地的钳工， 活计上是

把好手。 他说谁不想家呀？ 我们两个月回趟家， 走的时候不是舍不得媳妇，

是起大早偷着走， 怕儿子醒了哭， 不让走， 拽着不撒手。 可是队上人手少，

一个萝卜顶好几个坑， 耽误不起。 去年我姥爷病故， 家里来电话让我回去。

可当时车间正运转缺人手， 真走不开， 总不能带着机器走啊。 我就和家里说

明了这里的情况， 没有回去。 去年

11

月份， 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了姥爷的

墓地， 烧了纸， 磕了头， 请求老人家原谅。 我姥爷那人厚道， 准不会记恨我。

述说这段经历时， 刘伟的嘴角依然上挑着， 使人感到他内心的坚忍与他的年

龄并不吻合。 但只要细心望去， 你会发觉他的眼睛里早就噙满了泪水。

有个叫王健的技术员， 是文科大学毕业， 却阴差阳错干起了冷冻。 他刻

苦钻研业务， 书本上学， 实践中干， 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冷冻的关键技术， 并

能独立操作。 从冻结造孔到使用测斜导航陀螺， 他都能独当一面， 已成为队

上的骨干力量。 王健在红墩子工地上表现得非常优秀， 泥里水里都拿得起放

得下。 但因为长期野外作业， 又极少回家， 工地上除了男人还是男人， 对象

一直没搞上。 沧州的父母急得三天两头来电话催他回家谈对象， 他都因为工

作忙耽搁了。 我去时， 王健在工地上已经坚守了三个多月， 刚刚回沧州。 返

回唐山后，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我问王健你在沧州吗？ 他说我已经回红墩子

了。 我问这么着急回去呀？ 他说下一个工程快要中标了， 一中就得忙， 在家

也待不踏实。 我问对象搞得咋样？ 他先笑后说， 又见了一个， 人家嫌我长年

2



瞭望

在野外， 就拉倒了。 父母着急， 我也挺烦心的， 不过工作一忙就顾不上了。

这都第三个了， 不新鲜了。 我说好戏压后台， 有更优秀的等着你呢。 他说对

这事看得很开， 列宁说过， 面包会有的。 沉默片刻后， 电话两头的我们同时

会心大笑了。

温栓祥是工地抓生产的副经理， 已到快退休的年龄。 他跟我说， 在沙漠

里待长了谁都想家。 可真的回家了又吃不香， 睡不踏实， 心里老放不下红墩

子， 你说怪不怪？ 其实我清楚， 那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是一种责任的驱使。

温栓祥家住唐山的刘庄， 去年

10

月通知拆迁， 限期租房搬家， 家里来电话催

他回去 。 正赶上工地上风井设备拆除， 副井忙于运转， 咋算计也离不开。 他

就在电话里和媳妇商量， 让她想办法解决， 自己依然坚守在工地。 为安全拆

卸设备， 他每天爬上爬下， 冷凝器的顶端漏氨， 他不顾自己安危， 戴上防毒

面具， 爬到六米高的地方去处理事故， 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在风井设备

拆除过程中， 温栓祥天天盯在现场， 他的家里都是身单力薄的媳妇顶着， 是

雇人搬的家。 我们到工地采访期间， 在冷冻站里， 我看见许多设备都打了捆，

像整装待发的将士。 也就是那时， 温栓祥才得空回家， 到唐山打了几次电话

才找到新家。 正巧新房也分派了， 各家都急着装修， 温栓祥偏又要启程回红

墩子。 他和媳妇说， 刘志华经理马上要去山东工地， 红墩子新工程也要进场，

没人盯着不中。 媳妇很无奈， 她知道拦不住， 就是留下人也留不住心， 只好

默默地为他打理行装。 “丈夫期报主， 万里独辞家”， 假期未满， 温栓祥又踏

上去往红墩子的路。 采访到这些情况， 我有点哽咽。 下次见着， 真该深深地

对他鞠上一躬。

毋庸置疑， 野外作业是极其艰苦的， 而冷冻队进驻的都是处女地， 这就

更加苦不堪言。 采访中， 我和队领导都有一种深深的忧虑， 为这支队伍的接

班人犯愁。 五十岁开外的员工已是凤毛麟角，

30

岁到

40

岁的几乎成了断层。

据说， 前几年招进了一些年轻人， 因经不住这种天南海北的漂泊， 十有六七

中途退却了。 真的就后继乏人了吗？ 我在现场和四个年轻人随意交谈， 问他

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前途命运。 他们的回答质朴而坚定：

周俊 （

１９87

年生人， 电工， 迁西人）： “在冷冻队， 领导对我们非常照

顾， 工资也不少， 我就想长期干下去。 我下班了没处去， 就是学习 《电工手

绿色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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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和 《电工一体化》， 可不想让单位炒了我。 再说， 我妈得了直肠癌， 就等

用钱呢， 我就一心干冷冻了。”

史文华 （

１９86

年生人， 运转工， 青龙人）： “工地新进了高压机， 我每天

都看说明书， 说啥也得摆弄熟了， 老师傅万一不在场， 我也不受憋。 我媳妇

回家就查工资卡， 发钱多了就高兴， 两个孩子得用钱啊！ 所以， 我就愿意冷

冻队做大了， 不怕活多， 我也不怕苦。”

龚有明 （

１９89

年生人， 钳工， 青龙人）： “艺不压身， 我就是想和老师傅

学技术， 把活干漂亮了， 到哪儿都不给开滦人丢脸。”

刘志伟 （

１９85

年生人， 电工， 张家口人）： “我文化程度不高， 就是想抓

紧时间向师傅学习， 将来能顶个人使。 我还没对象呢， 不过我没发愁。 真的

干好了， 挣钱多了， 有人上赶着就找咱们了。”

和他们谈着扯着， 我心中的坚冰在悄悄融化。 沙漠虽说是荒凉的、 干涸

的， 可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已建成了整齐的板房， 有食堂、 有宿舍、 有

电视、 有亲如一家的温馨。 一种信念、 一种精神、 一种人格， 在他们心中已

经深深扎下了根。 地处荒漠， 可绿色早就走进了他们的心里， 也融入了他们

的事业。

采访的几日， 我一直和这些创业者们共同喜着、 悲着。 临分手的那一天，

我独自穿越了沙丘， 目光掠过了黄河， 就被贺兰山阻隔了。 我知道贺兰山保

留了许多古代的岩画， 记录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和文化。 我突然想， 假如有可

能， 贺兰山岩壁上也该为开滦的创业者们镌刻上一笔， 论功、 论情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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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孤烟多豪情

我已经记不得翻过了多少沙丘， 穿越了多少戈壁， 当荒凉挤满视野时，

冷不丁就有一座煤矿闪现出来。 近前来， 迎面的竟是一张张熟悉的脸庞， 未

曾开口， 一双双手早就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确切地相信， 我们终于到了距家

2000

公里之外的甘肃红沙岗煤矿， 这里驻扎着荆各庄矿

600

多名西行创业的

勇士， 他们啸傲日月， 搏击长空， 在茫茫戈壁滩上演绎着动人的故事。

我急于想融入故事， 就邀了主管生产的副矿长幺民阳带我下井， 走进戈

壁的心脏， 走到矿工的身边， 看他们流汗， 听他们喘息， 和他们一问一答。

井是深

730

米的深井， 井口宽敞洁净， 安全制度严格， 便是矿长和我也要例

行检查， 这叫我有点身在开滦的感觉。 去综采工作面， 要攀爬

1200

米长的陡

峭山路， 整个行程需一个小时。 我问幺矿长天天走累不？ 幺矿长笑了： 咋会

不累， 每天走惯了， 有时一天两趟， 跑熟了， 半个小时就能到。 我想起在办

公楼里看到的矿长下井带班牌匾， 我们去时刚好是

9

月

13

号中秋节， 记录上

的幺矿长却下了

15

个井。 我们边走边谈， 幺矿长说刚出煤的工作面面长

180

米， 走向

850

米， 采高

2.8

米， 眼下是试生产， 叫劲儿的时候， 必须天天盯

住， 咱可比东家还着急。 我不由暗自慨叹： 在这远离了家乡的荒漠， 远离了

领导的矿井， 没有统计公示， 没有人监督， 没有人讲评， 这些领导竟能埋下

身子， 带头吃苦， 无怨无悔， 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虽地处荒漠， 可我想他

大漠孤烟多豪情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