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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心语：

我相信，诗歌的本意在于生活。一首有生命

力的诗歌肯定是从某颗强健的心脏里流出来的，

而通过这颗心脏的神经一定柔中有刚，刚柔相济。

一首诗的诞生让诗人痛苦，却也给诗人以世

俗享乐之上的快慰和幸福。每一首诗的诞生，诗

人自己也随着诞生一次。

质朴的语言，真挚的心灵是诗歌成功与感人

的原因。在琐碎中表现人性的向上，在迷茫中吟

唱生活的希望。

在诗歌的激励下，我愿变得开朗、勇敢、自信、

飞扬，让我四十岁的天空飘出绚丽的彩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用辛勤的汗水谱写绚丽的人生诗章
马建全

一位科学家曾经说过：“成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百

分之一的灵感。”短短一句话，道出了成功的不易和求索的艰辛。

多年基层工作摸爬滚打的经历，让我始终对那些工作热忱、

甘于奉献、乐于吃苦并有一定理想抱负的年轻同志有着一种特别

的感情。古语说得好：“有志者，事竟成。”这些青年同志，怀

抱一腔热情，默默耕耘在自己平凡、艰辛的工作岗位，吃得了苦，

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在奉献中求索，在创造中进取。正所

谓“苦心人，天不负。”默默的坚守和执著的拼搏，往往能给人

带来丰厚的成果，成就平凡而绚丽的人生。

绍荣就是这样一个从艰苦的基层工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

志。1990 年参加工作后，他服从组织安排，到洱源县历史文化重

镇凤羽工作，先后从事过共青团、办公室等多个岗位的锻炼。后来，

他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被调往县政府办公室担任

文秘信息工作，并在我身边工作了四年。与之朝夕相处，我觉得

他为人耿直、舍得吃苦，同时又善于学习、乐于奉献、勤于笔耕，

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再后来，他被组织提拔任用，任命

为县畜牧局副局长，之后又经历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报总编、

州委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多个岗位。无论在任何岗位工

作，他始终干一行，爱一行。他热忱认真的敬业态度，扎实精细

的文字功夫，不知疲倦的进取精神，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同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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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较好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绍荣一向擅长于文字工作，多年的秘书、宣

传及办公室岗位的磨炼，让他养成了勤于总结、勤于思考、勤于

动笔的好习惯。他善于抓住工作要点，把握全局，用精妙的笔法

写成一篇篇通讯文章、新闻报道或理论研究发表于各级报刊，解

惑释疑，鼓舞士气，凝心聚力，营造氛围，对推动各个时期部门

或党委、政府各项重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他善

于总结工作经验，又常常热衷于民族文化的研究，在洱源县委宣

传部工作期间，他曾主持编辑或参与编辑了《洱源之谜》、《梅

乡洱源》、《洱源县建设民族文化大县论文集》、《洱源西山白

族文化》（上、下）、《洱源县解放思想大讨论文集》、《洱源

回族》、《文明花开洱海源》、《乳业腾飞洱海源》、《小街鸡

鸣村史》、《小街回族村史》等多种书籍，抢救并挖掘了大量宝

贵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资料。

特别是在我的倡导下，委托他主持编纂《洱源回族》一书的

过程，资料缺乏、工作压力大、编辑队伍人员薄弱等成了工作中

的主要困难，他身先士卒，主动担任一系列工作，亲自参与人物

采访、素材收集、调查研究和文稿的撰写，形成了大量的第一手

资料，从而确保了该书得以按期刊印。整本书从多元角度的透视，

注重对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并以其尊重历史、文化

感染力强的特色，全面展现了生息繁衍在洱源县境内回族人民的

历史、文化、习俗和现今的生活状况，并填补了洱源县境内无完

整回族史料志书的空白，受到了许多读者和行家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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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0 月，绍荣走出了洱源县，工作调到州委政法委。

来到州府工作，他更注重对工作经验的积累，积极发挥特长，团

结同志，整合力量，紧紧围绕州委、州政府关于“建设平安大理、

构建和谐白州、争创全国长安杯”的政法综治维稳工作目标要求，

积极推进政法宣传和政法文化建设，连续几年编印《大理州政法

工作论文集》，编纂了大型图文并茂书籍《大理政法》，为全面

推进政法工作的开展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与财富。同时，他参与了

《大理探索·政法三项工作专刊》、《中共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

会政法委员会志（1978 ～ 2011）》等一些书刊的执行编辑工作。

2011 年州委政法委机关刊物《大理政法》期刊正式创刊，由他担

任编辑部主任，不到一年时间把双月刊办得有声有色，唱响了平

安和谐大理的主旋律，打好了政法综治维稳工作主动仗，营造了

积极健康的政法工作文化氛围。

值得肯定的是，绍荣总是将满腔的热情奉献在工作之中，他

始终将工作当作一种崇高的事业来追求。从参加工作至今，绍荣

已在不同的岗位度过了人生之中最为宝贵的二十二个年头，从当

年意气风发的年轻小伙步入了不惑之年。因为工作的需要，同时

也是组织的知人善用，绍荣一直以来都和文字打交道，然而不论

身在何种岗位，又都从事什么工作，他从不表现出对职业的厌倦

感，始终保持一名农家子弟朴实善良、奋发向上的本色，使工作

常做常新。以一种高度的责任心和爱岗敬业的态度，在工作中顾

大局，识大体，组织原则性强，正确把握人生航向。在州委政法

委机关工作期间，他更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作风，认真工作，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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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无私奉献。并且注重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不断进行学习

提高，他为人谦和、待人诚恳，办事公道正派，讲团结，顾大局，

切实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团结同志一道搞好工作。同

时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自重、自警、自省、自律，用出色的工作

业绩表现出了自己对工作和事业的赤诚。

绍荣在单位是个称职的同志，在家也是一个孝顺的儿子。这

一点是我尤为称道和提倡的。他孝敬父母亲，热爱家里的每一个

成员。早年，家里依旧有许多困难和辛酸，但他总以一个男子汉

的气概，坚强地扛起家庭的责任，逐步使家庭走出困境。他和睦

邻里，时时关心家乡的发展。《礼记》中有言：“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作为一名公务员，他注重

修身齐家，用良好的品行，让家人感到了由衷的温暖。

我知道，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绍荣一直钟爱文学创作。几十

年间，他的作品不断见诸各种报刊，一首首诗歌，一篇篇短章散文，

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抒发人生志向、表述生活感悟、讴歌美丽家园、

歌颂和谐社会、赞美人间真情。他大量的诗歌作品，得到了读者

的喜爱，也受到大理州知名作家张乃光老师的好评。事实上，在

求学时期，绍荣就开始创作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诗歌、散文等各类

文学作品，参加工作后，他并没有因为工作的繁忙和求索的艰辛

而废弃了自己的心灵家园。时间的考验、阅历的丰富和知识的累

积，更重要的是一直以来他对文学创作的坚持和执著，让他的创

作变得更为纯熟和稳健，不论长诗短章，字里行间，总是真情流露，

由衷体现了对祖国、对家乡、对事业、对亲人和对美好生活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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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热爱，在大理州文学界颇受读者的青睐。

2008 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绍荣个人诗集《生命的晴空》，

当时我为书作序《点燃生命的火焰》，对其进行鼓励！

时隔四年，绍荣又将他近年在工作之余创作和发表的近百首

诗歌作品汇集在一起，起名为《四十岁的天空》，即将交由出版

社出版，当他将厚厚一迭打印稿送到我这里，并诚挚地邀我为之

作序。忙碌之余阅完全书，在为他感到高兴的同时，心中也充满

了一些感思。由于一直以来对文学创作的热爱，绍荣在此之前已

正式出版过诗集《生命的晴空》，作品源于其内心深处的真实体悟，

带着他对人生、对事业、对生活的深沉思考。而《四十岁的天空》，

则是他在四十岁人生中更为深厚的人生感悟，从诗中可见，经历

了工作的变化、年轮的更迭、生活的变迁、岁月的沧桑，绍荣的

思想境界变得更加深邃、创作技法更加娴熟、人生感悟也更加独

到，诗歌的思想意义同样也更加超越了曾经创作的一些文学作品。

比如对待事业，他创作了《政法战线》、《木棉花》、《北国印象》

等一些作品，从中可知他对政法工作的热爱，对和谐社会的赞美，

同时反映出了自己作为一名政法干部，必须加强学习、提高素质

的愿望；《春季》、《再吻稻香》、《遥望梅林》、《回到村庄》、

《西湖之恋》表达的则是他对故土的眷恋，对家乡父老的敬爱；《纪

实的挽歌》、《风口》、《孩子，别哭》抒发的是他对亲情的歌颂；

《蝴蝶之恋》、《大理，神话般的家园》、《黑龙桥》等是对家

乡大理的真情讴歌；《四十岁的天空》、《革命》、《时光》、《原

本》等则是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爱情的诠解；尤其是我委托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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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梦幻剧《希夷之大理——望夫云》创作的长诗《永恒的传奇》

极为精彩。

所有这一切，都是绍荣用不辍的笔耕和坚强的毅志谱写的美

丽。“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在读完书稿之时，

我想到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其诗《浪淘沙》中写过的励志名句。

的确，绍荣一如既往的勤奋、执著和坚持，让他拥有了许多弥足

珍贵的人生财富。真切地希望，辛勤的汗水在他的人生之中不断

绽放出绚丽多彩的诗章。

是为序。

                      2012 年仲夏于风城书斋 

（作者系中共大理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脉清流，在石上流淌，这是我读王绍荣诗歌的第一直观感

觉。一个人的诗歌竟然是以这样的意象直接进入我的头脑，无须

归纳，无须总结——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似乎很少。

我想，这可能得之于他的诗歌所具有的个性。

在这本诗集之前，我就读过他的一些诗作。我真切地感觉到

了绍荣诗歌中存在的一些基本元素，那就是明净，那就是真实，

那就是充盈。

明净。这是最直观的，就像石头上清澈无瑕肆意流泻的清泉。

绍荣的诗言，是属于很少杂质的那种。说具体一点，他的诗，是

由五谷精心酿成的酒，而不是用来酿酒的五谷，具有诗歌语言的

纯粹性。他的诗，特别是一些用情很深的诗，让我想起了读过的

很多唐诗、宋词。我猜想，绍荣的语言感觉除了先天的禀赋外，

恐怕还来自于后天的阅读——他的青少年时代一定读过不少古典

的中国诗歌。

绍荣的诗作，读得较早且印象深刻的是《西湖之恋》。我被

它所具有的那份纯真所打动。“纯”其实就是明净。他的诗，有

如石上之水，率性而流，随势造形，是一种不假雕饰的真情流露。

绍荣的诗歌是柔软的，柔软如水，正因为如此，当它像流水一样

从心底流过时，会无意中触动了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你是在水

一方的佳人 / 在彩云之南在高原之上 / 你把白族民歌唱得亮了又

在真实之上流淌
张乃光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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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 用溪流岛屿芦苇村庄 / 纺织了西施一样宜人的西湖 / 山是唐诗

堆砌的风屏 / 水是宋词流动的神韵 / 风景是哪方仙人的神来之作 /

炊烟袅袅鹭鸶翱翔 / 木船在水中跳动醉人的探戈……/ 我们荡漾木

舟吹亮炽热的炭火 / 品尝一锅鲜美的湖水煮湖鱼 / 喝一点低度的

梅子酒 / 趁夜色朦胧穿梭芦苇荡……”相信到过洱源西湖的人，

读到这样的诗句，会有一种不胜惊喜与莫名诧异的感觉，它无意

之间触动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潜藏着的那份诗情。

后来，我再读到了他的很多诗作，我一如既往地被他诗歌中

的那份明净所打动。这是一种柔软如水的明净。后来，当有人向

我打听绍荣的身份时，我才蓦然间惊觉，此时的绍荣已不是昔日

的绍荣，他的角色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由原来的一介文人（县

报总编）转而变成了一名政法干部（州政法委办公室主任），似

乎应该是与柔软无缘了。然而，当我再一次又一次阅读他的新作，

不由得惊诧地发现：绍荣诗歌中的明净仍然未变，他诗歌中的“柔”

一直不变。他的“柔”并不与“弱”相连，而是如那虽柔却韧的水，

绕石而流，让石留痕，绕心而流，让心流泪。读他发表在 2010

年第八期《大理文化》的组诗《唱给大理的歌》，诗中缠绵流连

的苍洱依恋之情让我心扉摇动，久久不能自已，诗人对故乡大理

的热爱，以明净如水的语言真情道出，如温婉的丝丝缕缕水流拂

动着人心；再一次感到了他的身份虽然已由“文”向“武”转变，

但作为一个诗人的情愫始终未变，他的心境与诗境，一直保持着

“明净”的那种境界。

真实。我想，绍荣的诗，能够写到明净如石上之水，恐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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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抒发的感情所具有的真实性有关。他所写之诗，不是“为赋新

词强说愁”，他似乎是不屑于为表达情感而去玩弄“技巧”的。

他自信于自己情感的真诚足以打动人。正如他在《原本》一诗中

所宣称的那样：“我原本可以成为诗人 / 可以写几首洛阳纸贵的

诗 / 换来油盐柴米 / 养家糊口 / 我即使多么贫穷 / 也决不无病呻吟  

哗众取宠 / 把真诚的文字复制到蔚蓝的天空 / 照亮人们的眼睛”。

在大理，像这样的本色写作者，应该说还有一些，他们散居在基层，

不为人所理解 , 有的人甚至被认为落伍，时间自会证明他们的价值。

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否认诗歌需要技巧的意思。因为，好的

诗歌，总是以纯真的情感打动人的，这应该是诗歌的基本质地，

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始终是第一位的。天然去雕饰，说的就是这

个道理。只有那些情感虚假的诗歌，才需要拼命借助“技巧”来

伪装、粉饰自己。绍荣在 2011 年第九期《大理文化》上发表的

组诗《写给我乡下的母亲》，所抒发的对母亲的情感，相信每一

位人子，读了都会受到触发，受到感动。这首组诗，以《病中》、

《坟地》、《坚持》、《院落》，写了一个儿子对母亲刻骨铭心

的爱和思念。“母亲，您在病中 / 空气中弥漫着悲伤 / 发绿的叶

脉噙着晶莹的泪珠 / 布谷在季节深处低沉地哀鸣 / 它们代表着我

的忧愁……”（《病中》）“我们去看坟地 / 母亲，为您的后事

作准备 / 坟地上长满青青的草 / 艳丽的野花在空气中传播芬芳 / 世

界充满朝气 / 您生命的春天却在岁月里流失……”（《坟地》）“母

亲，这群蜜蜂在您生前就来院落安家 / 您去了它们依然忠诚地守

卫着家园 / 如今秋天到了蜂蜜熟了 / 选择一个月光如水桂花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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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夜晚您回来吧 / 我们一起品尝蜂蜜 / 这是院落的盛产您生前的

至爱啊”（《院落》），读这些看似平易的诗句，它所写的东西

也是那么普通，但我眼中却时时含着泪水，我想，这是它真实的

品格打动了我的缘故。

正是真实，决定了绍荣诗歌作品的明净。我想，这种明净是

伪装不出来的。在绍荣写的很多诗歌作品中，这样的诗作比比皆

是。如他为《希夷之大理——望夫云》所写的长诗《永恒的传奇》，

我原以为不过是一时应景之作，但当我的目光一落到他的诗句上

时，就被他真挚的情感所打动，所吸引了。绍荣以别具的审美眼

光和独到的情感方式，重新解读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望夫云》传

说故事。作为叙述者，他是进入到人物内心，用自己的情感在演

绎这一古老故事的。“我这只海里的石骡子已沉淀千年 / 千年的

忠贞之魂把我幻化成海洋之心 / 我的爱是苍山上空瑰丽奇幻的望

夫云 / 穿越时空  倒流时光 / 让世世代代的白族子女 / 在苍山洱海

间传唱永恒的传奇……”长诗的一开始，作者就以这样充沛着情

感的语言先声夺人，让人不得不在受到感染的同时进入故事。真

实的力量是巨大的。

充盈。绍荣的诗，充满了充盈的意象。就像一条清溪，每一

粒水滴都饱满而晶莹。他的诗，写的都是日常风景，有的甚至是

乡下最普通不过的物事，但读来却令人感到时有璀璨之光闪现。

这恐怕与进入他诗中的词汇，都是原初意义的词汇，山就是山，

湖就是湖，鸟就是鸟，树就是树，泉就是泉，很少与象征意义有关。

按照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观点，任何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

10



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状等外部形态和原始含义，“所

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概念和引申意义。当人类每一次看到大

海，发出“嗨”的惊叹声音时，“海”这个词便产生了，这个“海”

是具象的。“能指”是等于“所指”的。而当这些“能指”和“所

指”相统一的词汇，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时，词的意义反而

钝化了。太阳可能象征的是领袖，大海可能象征的是心灵。在象

征色彩浓厚的诗歌中，我们很难像感受一滴露水的充盈那样去感

受诗歌中出现的词汇了。这不能不说是现代诗歌的某种悲哀。

由于绍荣执著于对自我情感的表达，他的诗确实不需要象征。

他需要的是用一种不使感情失真的明净的语言来抒发，来表达，

来实现他的诗歌目的。例如他写于久旱之后的《终于》：“终于     

在这五月的立夏时节 / 苍山上空乌云密布 / 洱海亮开嗓子吹起风

雨号角 / 风城的所有建筑伸长了头颈 / 它们干枯的身躯渴望天籁

的沐浴 / 起风了  打雷了 / 朋友的短信像闪电一样到来 / 多少天  多

少夜 / 我们企盼的瓢泼大雨就要到来 / 天空已向大地闪示滋润的

绿灯 // 我们的心跳像发射火箭一样加快……”，读这样的诗，风

就是风，雷就是雷，雨就是雨，充盈而饱满，不赋予象征意义，

因此读起来不需要猜想。相信读者会喜欢这样具有原初本色的语

言表达。

对于绍荣的新诗集《四十岁的天空》，我是在激动而欣喜的

状态下一口气读完的，读来毫不费力，却诗意满腹。腹有诗书气

自华，我想绍荣一定是个气质华贵而少俗气的人，虽然他已进入

四十岁——这是一个很容易失去纯真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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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诗集即将付梓之际，受绍荣之邀，在清明迟到的纷纷细

雨中写下这篇序。最好的阅读应该是作品本身。相信读者读过这本

诗集，能同意我序中的一些观点，我就感到莫大的喜悦和满足了。

                                       2012 年 4 月 6 日于灯下

（作者系大理州原作协主席、著名白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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