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序） 

 

 
很多年了，诗越写越少，在这个缺少激情的年代，写诗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遥想当年在吉大的时候，在那个充满激情、充满梦想的青春年代，吃饭、睡觉、走路都想着如何把诗写好。

现在，到底是我懒散了，还是没有写诗的动力了？答案肯定是我懒散了，动力是什么？就是激情，就是对诗歌

的纯粹的热爱。是我的激情消退了，与诗无关也与时代无关。任何一个时代，总有文学新人不断出现，也有好

的诗作流传，作为一个诗人，我早已经退隐江湖多年了。 

这些年，走了很多地方，经历了很多事，看惯了世事风雨，看透了世态炎凉，体会到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

真正含义。激情的确消退了，更多了些理性，可是诗人不需要理性，理性的诗人写出来的诗就和数学符号差不

多了，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写的诗的确已经僵硬了，缺少了灵性，因此我的写作方向很早就转向了小说。 

我移情于小说到底是江郎才尽呢，还是无奈之举，都有些说不清，但是，我的写作方向转变了却是事实。

自大学毕业后，除了偶尔操刀写点小诗外，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写小说，其间也写了一些文学评论，当然，小

说也没写出大名堂来，评论也没有大的建树。我的小说一直坚持着一种民间的、原生态的写作立场，大部分写

的是农村的故事，因为我对城市一直都弄不懂。这就是逃离深圳、广州、北京，蜗居长安的最主要的原因。 

少年时代，我还在陕西农村后稷故里求学的时候，懵懂之年，在无人影响、无人教授的情况下，我喜欢上

了诗歌，也无师自通地写起了诗歌。上世纪80年代，一个文学多么火热的时代，我偶然地，也是必然地喜欢上

了诗歌，这是命运，也是宿命。那时候，人们刚刚吃饱肚子，尽管是以玉米为主，小麦为辅，总算是吃饱了。

到了80年代中后期，玉米和小麦的位置才颠倒过来，生活才真正得到了改善。我整天沉溺在写诗的境界中，在

学习上偏科偏得厉害，尤其理科成了大问题，虽然我是文科生，但高考还是要考数学的。从高二起，我花费了

很多时间去学习数学和英语，把写诗暂时放在了一边。 

1990年，我遇到了一个人生的重大机遇，当时吉林大学要特招一批文学特长生，哈尔滨的杨臻老师推荐了

我，并得到陕西文学界的重量级作家路遥、贾平凹、杜鹏程、胡采、李若冰和白描等六位作家联名推荐，1991

年，我最终被以文学保送的形式上了吉大中文系，成为光荣的星光璀璨的中文系的一个新兵，我的师兄师姐的

名字可谓星光灿烂，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白光、苏历铭、杜占明、伐柯、马大勇、马波等一大批重量级

诗人，过去和现在一直活跃在文坛上。 

吉大的最“大”之处就是她的包容性，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中学生中，免试特招了几批在写作方面

有特长的十几名中学生进入中文系学习，但进校之后又宣称“大学不培养作家”。我们跟高考进来的同学一起

上课，被各种课程折磨成神经质，被八舍漏脏水的厕所祸害得衣服发臭，在长期吃食堂白菜炖土豆中练就一副

能抵御各类清淡食物的肠胃，最终在严重偏科、英语屡次不及格的情况下,参加了补考后才拿到双证毕业。说实

话，真的要感谢在吉大的各种历练，使我在经过人生的诸多坎坷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大学不培养作家”这

句话。大学是培养不出作家的，作家其实是社会培养的，大学只是给了一个想成为作家的学生思想、理想和梦

想，以及必要的知识储备，其他的都要靠自己，也就是那句俗话“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转眼毕业已经十九年，人生能有几个十九年？那些当年写诗的男同学已经在各个领域成为中坚，女同学们

也多已成为家庭的中坚，诗歌对他们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生活、工作和孩子。我在长安这个四方城里，叼

着香烟，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或者书房里，写一些与这个世界有关或者无关的不疼不痒的文字，我的梦还没有

彻底完蛋，我还在挣扎。在这个已经不太需要文学的世界，我要求它必须需要。世界需要诗歌，人类需要诗歌，

就像人类需要粮食、香烟和酒一样。 

我所居住的古都长安，也就是贾平凹先生笔下的“废都”，已经不是那个汉赋唐诗宋词里的十三朝古都了，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人们把追逐利益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其他大城市没有什么两样。城里到处堵车，雾霾

天气在2014年春节后持续了一个多月，让我领略了什么是“不见天日”。官员们还在策划把长安城变成一个千

诗外谈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万人的国际化大都市，我真的不明白，人口上千万就是国际化大都市了吗？这个概念是谁制定的？难道只有300

万人口的新加坡就不是国际化大都市了吗？香港至今也没有1000万人，谁又能说，它不是国际化大都市呢？一

个城市的发展要靠品质，要靠人口素质，并不是人口到了1000万就能成为国际化大都市。 

古今中外，写长安，在长安写，都是一种荣耀。 

长安是中国无法替代的一个文化符号，长安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的鼎盛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长安还在，长

安的魂还在，还有无数的长安之子在延续长安的文化传承。 

长安城里城外的确还有很多人在写作，在去年陕西作协组织的太白山读书会上，我发现陕西还有很多很执

着的写作者，上至六七十岁的大哥，下至刚大学毕业的小弟，大家都对文学有着一种执着的信念。陕西文脉源

远流长，东有仓颉、司马迁等，西有“三苏”父子、张载、康海等，南有“三班”一族，长安地区有杜牧、王

昌龄、韦应物等，北有黄帝陵坐镇桥山，大凡历史上有名的文人无不受汉唐文化的洗礼，陕西的文化不可谓不

厚重，陕西的文化传承也显示了其自觉性，这无疑是件大好事。 

话说回来，我的诗歌说到底是个阶段性的写作，以后也不能说不写了，肯定写得少了，原因就是脑袋真的

僵化了，被长期从事公文工作给格式化了。很多人不相信，近二十年的公文写作，已经格式化了我的脑袋，至

少已经激情不再，如今我基本上已不会写诗了，因为那是两种思维模式，两个路数。 

断断续续写了三十年，总算汇编成了这样一册诗集，不管怎样，把这些东西收集在一起就不会丢了，不管水平

如何，权当是个大杂烩，您能偶尔翻看一下，我就知足了。这个册子所收录的诗作跨度长达三十年，各个时期

的水平不一、情况各异，请各位朋友阅后能提出宝贵意见，在此先感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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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情感篇 
爱人是我的一只眼睛 

灵魂的一半 

她那里有我的一只眼睛 

我喜欢和她一起 

参阅灵魂的这一半和那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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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白 
 

 

翻开我早先的日记 

常有那么三个字的空格 

虽说只有我才知道该填写什么 

却锁在箱子里怕秘密泄露了 

 

不知有意还是无意 

不知苦涩还是甜蜜 

也许空白将永远成为空白 

可我要执着地保留一份 

甜蜜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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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日记 
 

 

爱情的日历上 

日子从头到脚都是新的 

爱情这枚小小的太阳 

照亮生活 

照亮记忆 

 

梦的天空  陷于 

爱的罗网 

爱的手掌 

 

温柔流在心的河床 

情人的小舟轻轻划过梦境 

紫罗兰的纯情 

使阳光为之死去活来 

 

徜徉在时间的长街上 

数着站牌寻找自己的家 

身披爱的绿叶 

咀嚼生命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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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情 
 

 

不管我是否已等你很多年 

不管我是否爱你如深 

不管我是否已将一腔幽怨 

化作一池春水 

你却依然要离去 

 

不管我是否做错了什么 

不管我是否为你做了多少事情 

不管我是否会心碎 

可你却依然要离去 

 

我从不相信所谓的命运 

也从不敬畏神明 

可那一刻 

我多想求助于神仙或者鬼怪 

挽留住你 

因为我已爱你如深 

 

你离开了我 

带走了我所有的美梦 

留下了一生的哀怨和叹息 

 

谁曾说 

爱情终究只是一场难圆的梦 

是这梦 

将使我凄凉一生孤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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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思绪 
 

 

黄昏的思绪是一种洒脱的美丽 

高高擎起我们誓言的桅杆 

有爱的季节呼啸而过 

我们潇洒的骑手 

自远方飘然而至 

一阵清脆的马蹄声 

踏碎荒原的沉思 

………… 

 

拥有梦 

短暂而美丽的黄昏 

心中祈祷时间 

稍歇片刻 

 

在没有时间的意境里 

寻觅你的默契 

在孤独的树林里 

寻觅你的脚印 

而每一棵树的影子 

都似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你 

也许 在生活中贫瘠的我 

会在梦中找见 

拥有一份至诚的梦幻 

也是一种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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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回忆 
 

 

手握童年的那份温馨的梦 

在那把系着粉红色蝴蝶结的伞下 

相互甜甜地、天真地笑 

这幅粉红色的画面将是 

我一生中最心痛的一刻 

 

回忆 

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里 

那把伞下的温情 

手握着手而不语 

眼对视着眼而笑 

这样的温暖一生曾拥有几回 

走出回忆，走出梦境 

手握一份执着 

在泥泞的路上做苦行僧的长旅 

回忆成了最奢侈的东西 

家的温暖恰好刺痛了年轻而新鲜的记忆 

于是心心相印的日子 

不翼而飞 

 

这是一份最真的梦 

在梦里，我划了一条窄窄的蚱蜢小舟 

你的港口是不冻港 

是全世界最优良的深水港 

我的小小的野舟 

只能横在芦苇荡里 

只能漂泊在你美丽的港湾之外 

 

把根留住 

把梦留住 

把记忆留住 

把这些美丽的鸽子唤回笼里 

 

诗因为透明而晶莹而美丽 

诗人的心因纯洁而高贵 

最美的还是距离 

我不得不赞叹中国方块字的伟大 

同时也不由感到爱的苍白与无力 

 

爱，因为真和纯而要享受刀子的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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