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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大多数国人都是踏着

唐诗宋词的韵律走上社会的，我也不例外，小时候，

一手被李白的浪漫主义牵着，一手由杜甫的现实主

义拉着，开始咿呀学语，习字诵诗。读初中的时候，

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候学生中涌动着一股

强劲的读诗写诗的热潮，大家都跟着舒婷北岛疯

狂，我因生命的底蕴而好诗喜文，就糊糊涂涂地跟

着感觉走，渐渐地就走进了诗里。

从 1986年在《江西青年报》发表第一首诗以

来，我一直走在诗歌的道路上，活在诗歌的意境里，

歌之吟之，不知老之将至，每有所得，便手舞足蹈欣

喜若狂；收到退稿信，又常常黯然伤神，顿生“寂寞

开无主”的无奈；侥幸发表，总有“雪尽马蹄轻”的痛

快淋漓。扶着诗的篱笆二十多年，发现瘦瘦的诗与

我相依相偎，同命相连。

写诗是苦乐时光的一种消遣，或许是人在“藕

花深处”摆渡的最好方式吧。这本集子里所收录的

诗歌是 2007 年后在《诗刊》、《人民日报》、《诗选

刊》、《扬子江诗刊》、《江西日报》等报刊发表过的，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奉献给大家。诗集分为印象乡

村、怀古一簇和边走边唱三个部分，起名为《印象乡

村》，因为诗歌是一种很特别的植物，它不是交易出

来的，也不是制造出来，而是与洁净的泥土相吻，与

新清的空气交流，与没有污染的秀水耳鬓厮磨产生

的，故农村正是诗的沃土。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山

自 序



村，很喜欢乡村，农村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诗歌的

根，古道热肠的乡村给了我丰富的营养，滋润着我

的心灵，因此我的诗不像现代都市那样深奥，也没

有城市的大气浮躁，诗行中总是带着乡村的清新和

朴实，有一种小桥流水的韵致，有一片乡村的绿点

缀其间，有一股山野清风弥漫，有一弯山溪汩汩，始

终洋溢着浓郁的村味。

经典的古典，文明的血脉，一条浩浩荡荡的大

河，它穿越时光并指示时光的方向；澎湃的胸怀，演

奏着大气磅礴的乐章，牵引着文化的步履；她日夜

奔流着激情，用甘甜的乳汁，喂养着两岸的鲜花、树

木和庄稼，丰沛着国与家，培养着你我他；不息的涛

声，就是她顽强生命的心跳，我听着听着，就诗情勃

发，于是写下了怀古一簇。

读书写诗成为一种习惯，就喜欢边走边唱。多

愁的人，敏感的心，善良的我，劳动走路做梦都在构

思，有时在砍柴割禾中割得几行；偶尔又在锄草刨

地时刨出诗眼；走着走着，灵感泉涌，随地草之；睡

着睡着，诗意来袭，挑灯而起……自娱自乐，如痴如

醉，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写着写着，似江郎才尽，感觉写诗越来越难了，

难于取舍，也难于突破，突破前人难，突破自己更

难，突破时代难乎其难。重复是乏味的，创新才是诗

文发展的硬道理。

我才疏学浅，生性鲁钝，诗歌多气力不足，火候

欠佳。倘若有一首诗能让读者朋友喜欢，有一两句

能点燃心灵温暖人生，我就心满意足了。

写于 2012年 10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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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 茶

冬闲时节
乡村喜欢喝茶
围着炉火
喝出
一年的酸甜苦辣

嚼几片甘薯
满口
乡土的气息
尝一点霉豆腐
满嘴
昨日的爱情风味

自制的绿茶
喝起来就是香
一壶
香遍村头巷尾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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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一个冬季

边喝边聊
嘻嘻哈哈
乡村故事
在一壶一壶的茶水中
翻滚 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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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之夜

乡村的除夕
是火点燃的
把年烧到最旺
把年味熬到最浓

一个连接两年的夜
从头到尾
挤满了爆竹的喜庆
祝福遍地开花

特别的日子
赠给特别的中国
一节牵起
万里相思
举杯畅饮
一路的笑语欢歌

压岁钱宠坏了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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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兴兴
总是合不上
笑眯眯的眼

这一夜
全国上下
一起携手春联
从节出发
自觉深入浓郁的民俗
捕捉
步步高的良机

中国人
喜欢用春晚作鼠标
链接快乐
传递幸福
点开未来绚丽的网页

一个团圆的夜
诚邀人间吉祥
并凝聚天下福祉
热情预约
光辉灿烂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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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 吠

汪汪
汪汪汪
狗一开口
咬碎乡村的寂寞

汪汪
汪汪汪
狗为漫漫长夜
点题

此一声
彼一声
狗用独特的语言
把黑暗中的乡村连接

低一声
高一声
狗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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