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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黎明

胜利的泪水挂在脸上
赛过每一滴春天的露珠
即便是在大雁
回归的秋天里死去
也不低下
向往阳光和自由的头颅

小溪

从不承诺为你做些什么
也不会向你顷刻表白
如果你读懂了严冬的凛冽
如果你理解了春天的酷派
如果你沉默了夏天的咆哮
如果你悲哀了秋天的到来
那你就立即放下幻想
敞开坦荡的胸怀
如果你看到鞑子香
是那样的爱恋着大山
你就为我的百转千回点赞
让我一直奔向大海

海燕

不在乎你的风浪
就喜欢你博大的胸怀
不在乎你的惆怅
就喜欢你汹涌的澎湃
不在乎你的深沉
就喜欢你容纳的直白
离开你是那么伤心啊
因为千帆竞发
总有回归的依赖
不离开你啊
想要幸福就必须创造等待

□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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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 大 爷
□侯满玉

诗是能够走进人心里的东西

若虹新出了诗集 ， 送我一本 ,诗
集名曰： 《雨水打不散羊群》。

书到手后我就开始拜读。
我不敢说这部诗集里的诗是近年

我读到的最好的诗， 但有一点却可以
肯定， 这是一部极具个性， 极具诗性，
且极具可读性的诗集。 每一首， 每一
段， 乃至每一行， 似乎都能让人一下
子就听出那是作者自己的声音， 继而
看清他的身影， 让他带着你慢慢走进
他的世界……

若虹的诗大都有感而发， 写的也
都是他自己对生活的感悟， 是发自内
心的东西 。 他的诗用泪水 ， 用汗水 ，
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雕塑了一个独
立而完整的世界。 他把自己的人生经
历， 内心情感， 思想境界甚至艺术见
解， 都融入到了他的字里行间。

他的诗， 看似描摹的是普通人的
生活， 事实上却是通过这种描摹去反
映一个时代和在那个时代中所生活的
人的一切———

看着母亲一层一层打开/在怀里揣
了一千多里/跟着母亲下长途车上火
车/用粗布包裹着的几百斤/全国通用
粮票 /我的眼泪也被母亲 /从我紧裹
的心里拆出来……那是1988年/母亲/
来我家过年时刚坐在沙发上/做的第一
件事……那一刻， 我默不作声/那一刻
全国的粮食都躲在粮票 里 /躲 在 那
深深的牛蹄印里/躲在父母亲一年四
季不旱的汗水里……当我把国家取消
粮票布票的消息/告诉母亲时/母亲哭
了/声音有些哽咽/那哭声是母亲前所
未有的幸福和轻松…… (《1988 母亲
粮票》)

若虹在这首诗里， 没有直接描写
饥饿， 描写当农民的母亲曾经挨过的
饥饿以及对粮食的看重， 而是巧妙地
将国家取消粮票———而母亲居然不知
道这一细节———嵌了进去。 他这一嵌，
不但给这首诗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而
且还将社会进步， 时代发展以及国家
政策与农民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这一

重要事实， 极自然极艺术地反映了出
来 。 更为可贵的是， 在反映如此枯燥
的事件中， 若虹竟没有让读者从中窥
出丝毫要 “图解” 什么的痕迹， 读者
只从那哭声中体悟出母亲 “前所未有
的幸福和轻松” ……

再有， 读若虹的诗， 总能读出一
种味道， 这种味道无疑就是诗的味道，
他的诗， 既有诗情， 亦有画意： 秋赶
着黄色的风/从黄土坡刮下来……她抹
了一把从皱纹 溢出来的汗 水 /脚 步
拖 起 一股黄尘……只听见喘息的草/
慢慢移动/她背后有秋的冷/还有一缕
枯黄的阳光/她走得比落日还吃力/她
不敢歇脚/脚被牛和猪的叫声/搓的绳
子牵着。 （《背一背草的二嫂》） 诗读
至此， 一个吃力地背着草的农村妇女
形象已经跃然纸上。 它叫人不但能够
想象出她的样子———穿一件碎花小袄，
头戴绿草一样的头巾， 脸上因日晒风
吹而留下的两朵红云———而且更能读
出她惦记家中早该喂了的猪牛的焦急

心情， 不由得从内心发出了对二嫂不
同于 “怜香惜玉” 的一种 “怜惜”， 这
种 “怜惜”， 是依赖， 是钦佩， 更是心
疼。

若虹是山西吕梁人， 离开家乡已
经三十多年了， 但他对家乡和家乡的
父老仍保存着很深的感情， 他的那首
《乘火车离开故乡》， 写得让人 “滴滴
答答流泪”： 中午十二点一刻/一个滴
滴答答流泪的钟点/在火车站/一路跟
来的黄土峁突然停下来/碰着铁/那声
音碎得/从一个游子眼里/滚出来/湿了
一块又湿一块/那声音重得/让火车铁
的脚掌/踏出火星/只有窑洞样的车厢/
不吭声/突然背过身去/像是谁喊了我
一声。

一个诗人能通过自身去着力表现
生命与生存， 人类与时代， 这样的创
作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它既无愧于时
代， 无愧于读者， 也不愧于诗歌本身。

真正的诗是能够走进人心里的东
西。

小说

读高若虹诗集《雨水打不散羊群》有感

郝大爷虽说上了年纪， 却是个走
到哪儿适应哪儿的人。 这不， 跟随儿
子、 媳妇来到大城市才几天工夫， 就
与小区的居民们厮混熟了。 一到清晨
和傍晚， 他便与大妈大爷们一起或遛
弯儿散步， 或跳舞健身。

郝大爷非常喜欢小区的环境。 这
里树木蓊郁 ， 花红柳绿 ， 假山真水 ，
亭台楼阁， 仿佛国家公园一般引人入
胜。 不仅景色优美， 各种设施亦是齐
全有序 ， 垃圾桶的搁置 ， 整齐划一 ；
藤树缠绕搭就的回廊 ， 可遮阳避风 ；
老人孩童小憩， 条凳齐备。 行走在干
净整洁的马路上， 看着头顶上蓝蓝的
天， 脚旁边清清的水， 草丛葳蕤连成
片， 春天的气息扑面来， 喜悦之情涌
向心间。

这一天， 郝大爷像往常一样， 在
小区里遛弯。 无意间， 他看到一位老
妇人， 独坐一隅， 手里捧着什么全神
贯注地凝视着。 起初他没有在意， 但

一连好多天， 老妇人都是如此。
郝大爷有些好奇， 但又不好意思

走近询问。 直到有一天天气晴朗， 郝
大爷一如往常出来遛弯儿， 这才看清
妇人手里捧着的是一份报纸。 郝大爷
激动极了 ， 都说阅读有益身心健康 ，
他也喜欢读书读报， 怎奈初来这座城
市， 儿女还未来得及给他订报。 而眼
前的妇人一定是个博学多闻的文化人，
他最喜欢与有文化有素养的人交流 ，
从而增长见识 。 这下 ， 千里遇知音 ，
焉能不相会？

郝大爷好像年轻了几岁， 脚下生
风， 几步迈过人造流水小桥， 朝老妇
人奔去。 衣着讲究的老妇人， 干净挺
括， 所坐之处， 既向阳又背风， 真是
清幽雅静、 独思学习的好地方。

当他正要搭讪问候， 突然一股逆
人鼻息的恶臭气味飘来 ， 令他窒息 。
他环视周围， 发现老妇人每日蹲坐的
地方不远处， 是楼房单元之间的一个

死角， 刮风下雨给这里形成一堆腐烂
的杂草被飘来的落叶遮蔽， 不深入此
处难以发现 。 郝大爷是个急性子人 ，
像这样恶劣的气息， 更不能有片刻的
逗留。 他返身取来大背篓， 用铁铲将
腐烂的杂草污物装进黑色塑料袋， 丢
进背篓， 背了一趟又一趟。

郝大爷这边的动静惊动了老妇人，
她颤巍巍地走过来 ， 面带歉意 ， 说 ：
“谢谢大兄弟。” 又自嘲道： “你看我，
眼不花， 耳不聋， 唯独没有鼻子。” 郝
大爷这才看到， 眼前的老妇人眉清目
秀， 沧桑的脸上布满了麻子， 还缺一
个鼻孔。

他明白了， 老妇人少年时期得过
天花， 毁了面容， 失去嗅觉， 要不然
……他为老妇人的不幸而惋惜。 转瞬
间， 他由伤感到释怀。 他为自己今天
的执着坚持追随老妇人而庆幸。 如若
不然， 他哪有机会为小区优美的环境
奉献一点点力量呢！

山岚 于佳 摄

（外二首）葵 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