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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老六，是在他曾借寓的一个山凹——马龙乡下的南

海子，轮歇地的蒿草里，辣太阳晒起两三只不奈大野岑寂的

蚂蚱，抖着紫红的翅飞远；老六六岁的女儿禾蔚站在平房前，

看我们这几个憨伯伯追绿蚂蚱，静静地笑……老六那时师事

诗人艾泥、崇拜于坚——至今，他还叫艾泥师父，敬于坚为

偶像。他好像真把这个“谱系”当回事了，吊在瘦屁股边上

的大挎包里，当然有老于的书、刊着艾泥短章的刊物，也有

这两位哪次高谈中提及的什么哲学著作、艺术随笔、前卫画

册 ( 如果不是太贵的话 )。老六写诗，也真的颇有几分像于坚、

艾泥——意象毛鲜鲜的，能够生长；而诗的境界就只植根在

当下生活中，又不乏飞动的声响。这，立时便与当年许多乐

于用华丽词语抒写浩渺情怀彰显诡奇玄思的诗作者划分开了

疆域。

好多年过去了。

老六的语言已相当老道而意象鲜活如昔。可是，哪怕在

后来《胜境关游记》那样迂迴波荡、长过百行的诗作中，我

们终于没有看到于坚诗作那种生死语言、重命当下的现代性

自觉，以及率天地之性的文人情怀；或者艾泥诗中按都按不

住，孤独、愕然甚至无奈地直面生命的波颤而挣扎于飘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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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自我张扬与不由自主的自我审视两扇磨盘之间，每每以

自嘲式的超越构筑近禅诗趣的那个不羁而从不曾不羁的抒情

自我——这两位生活里天真难泯的老孩童，即使作品现出穷

白之相，意味却还是厚的，厚在积淀的人文，令直指当下的

诗句分明见出层层迭选的年轮；而久历江湖的老六，诗却一

如即往地透亮——他的诗境，基本离不开山野和乡邻、家人

和友朋；那诗境往往在瞬间打开，就像花被山野间一股灵性

的风催开，一下子就把世间温凉，不论酸辣，捧到你眼前。

然后，境与象倏然逸去，只留下刹那间的万千韵趣，在读者

心田继续长——圆润、柔软而绵长。

时间，似乎终究没有将老六自己和朋友们期待中的那个

诗人谱系建构得完善？

或者说，老六到底顺应了自己生命的运行轨迹，完成了

一个“乡野诗人”的自我造就，其创作因而比较典型地呈现

出“乡野诗”的若干特征——自然率性、故乡视界、灵性天真？

没有什么

我不是那种登临便发感叹的人

现在  我站在这幢楼的顶层平台上

是因为  走出门来

发觉自己既然可以上来

我就上来  此时

太阳正在落下

我一生中的这丁点时光  注定要在此度过

我来不及有更多一点想法

下面已经有人在喊

“老六，下来，我找你有点事”

老│六│的│诗2



我便答应着离开

这一首《黄昏，站在楼顶的一段时光》，是老六写得“最

像老六”的诗作之一吧。起笔便是大白话式的自说自话，诗

中的情景和这个情景中的诗人简直是处于“无心”的状态下，

却又并非超越尘俗的“无心”，只是以一种最庸俗的日常状态，

被最日常的口语毫无穿透性地、不带向度地说出。可是，一

种锥心的诗意，忽然就在这日常中显现——“太阳正在落下，

我一生中的这丁点时光……”生命中因为“没有意义”而被

忽视的轨迹、时光，在“无标志”区段那让我们难以觉察的

更替，被最不走心的话语突然曝现，而且，竟仿佛正以一种

它本身天然拥有的自觉意志，和那个不期而然已身处诗所叙

说的境界中的作诗者闪转腾挪地周旋游戏起来。

于是，诗人作诗，便是以自己的精神拥抱“对象”而创

造超越物我的、美的境界这样一种传统诗教，在老六的诗面

前轰然崩毁。我们在体味到他的语言那无从阐释但鲜活真切

的趣味同时，似乎突然意识到，各色的存在之物，与诗人自已，

以及此刻阅读此诗的我们，就因为这各自顺乎天然的偶然一

遇，而在互相照亮、互相显现、互相成就之中，完成了一次

自我照亮、显现和成就。快哉！

我想，这或许就是老六的诗之所以从不回避生活的辛苦，

却永远给我们以愉悦的根由吧。

2

在我们这个时代，好像所有的汉语写作，都无法回避一

个最初似乎是泊来的主题：故乡。

啊！我们怀着永恒的乡愁……这样的呼喊之声，无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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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北，响彻汉语的字里行间。这概念，或许最初的确由学

者发诸西贤的著述，但来自东方大野的纷繁回声，足以让我

们确信，它已成为今天汉语世界最真实、最重要的文化主题了。

老六是被视为“乡土诗人”的。应该的确有不少爱他诗

作的朋友，从他的文字中感受过乡土的温暖，照见过乡土面

容的亲切——

一只鸟与另一只鸟

一片树林与另一片树林

一声鸟鸣回应着另一声鸟鸣

两片树林中见隔着半坡长出嫩绿青苗的玉米地

两只鸟的合唱声之下

坐着 4 月 17 日初夏的这个早晨和我

——《4 月 17 日晨大海哨听鸟》

然而，出身乡野的诗人老六，可以说从未刻意书写乡土、

田园啊！实际上，他诗中的大多数意象、情景，不过是取自

日常 ( 有时候，再加上仿佛起自青萍之末的风一样甚至每每显

得突兀的不羁漫想 )，却很少突出什么乡野之趣——如果说一

位在公路边卖梨的邻人还可以贴上“农夫”的笺子，那一个

人扛着玻璃从大街上走过，可是与我们的农耕社会之记忆没

什么关扯呀！

可是他的诗总给人故园般的温度。

是的，他诗中的一切都是活的，活鲜鲜的……然而那让

万物皆活的本事，果然只是才华加诗艺的结果吗？

多年来，老六不论自己遭际如何，总在为自己过世的母

亲写诗，一首又一首。我们多少朋友，都为他的至孝而一次

次洒下热泪。

老│六│的│诗4



但我们的感动同样是非常温暖的——因为他并不曾在这

些诗中，彰显什么超越众人的道德或情操，而是一次次让我

们有机会分享了这位孝子在母亲的墓前、在和母亲共渡的梦

境里、在某个忽然想起母亲的晚饭时光……沐浴着的那种幸

福。是，幸福——

上山来看您  母亲

您瞧  山下

就是人间

爆竹声声中

热闹得很

 

在过年  爆竹声声中

老天高远  暖阳一地

宽宽的  此时

只有我们娘俩  坐在这里

母亲  真好

 

母亲  爆竹声声中

这是我带来的水果

有您最爱吃的梨子

来  母亲  大的这个

您吃  小的这个 我吃

 

爆竹声声中  吃完这个梨子

我还得  下山去 

母亲  我 39 岁了 

人间啊  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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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了的宿债

——《在母亲坟前语》

正因为阴阳两隔，这位钱家的小儿子，对自己母亲念叨

的这些知冷知暖，又甚至带着撒娇语气的话啊，分明超越了

时光，超越了造物决定的那现世的撕裂、别离。它让诗人和

母亲永远地那样依在一起了！他们共处在这诗中平实、具体，

却比同样平实、具体的现实时空更辽远、更广阔，容得了灵

魂悠游其间的世界。

老六的孝，不是为秉持某种传统文化而“守”的原则，

他与先人继续着共有的生活，而这生活，此世的所谓规律，

不能够将其损毁！

我想，老六诗作的故乡之温度，该是由此种诗的态度或

者体验而来——当然并不仅仅是面对先人，我们也能从他写

给妻女、友人的诗中，从他书写一只飞鸟、一片云影、一个

走过商业街的精神病人的文字中，见到相同的态度。老六果

然是拥有故乡的，所以他甚至见到了自己身后，这个故乡的

模样——

农村人  老规矩

燃鞭炮  吹喇叭

杀头猪  摆几桌

老规矩  排着来

活着的朋友们  会来三五

老规矩  亲戚也得来八九

老规矩  抬到祖坟的茔地

母亲旁边  得侄辈十六人

我瘦小  他们说  我六叔

不重……

老│六│的│诗6



—— 《我死后的场景》

一个诗人的世界，不是长途，不是荒漠，只是故园，自

然温润，自当葳蕤。

言至此，我发现老六诗中的乾坤越加丰茂，枝影重叠。

我真想穿越那纷披的丛翠……

可是，唉！乾坤太大我又一次深感心力不逮，急切不得了。

那么，就以上面几段文不达意的话，权充老六这诗集的

小引吧。

我知道，高明的读者，您会给出更多。

2016 年 5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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