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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利在语言和事物之间
构筑着自我的世界，这一建设过
程中感知、探索、追问和言说等
向着自身和外部世界运动。即梁
永利把现实和事物纳入艺术的
敏感领域，理解和发现事物中的
诗性意义，并用语言将其固定下
来。如果要将这组诗的诗性意义
进行主题归纳的话，在其多元性
中可见一种围绕“家园”一词的
诗性开拓，梁永利造就了他的
“家园”的外层空间和内层空间：
前者是一个诗性具体的具有审
美价值的海边村镇的田园生活
与社会生活，而后者可以被看作
是人类的心理空间与精神家园，
诗人一边在书写中抒情寓思，一
边在文字建构的家园中得到滋
养与慰藉———二者都让他在总
体上感到幸福、安定、和谐。

梁永利在他的诗作中非常
好地达到了客观与主观的平衡，
他既呈现真实的客观存在，又在
其中灌注诗性意义，而这诗性意
义是诗的灵魂，从而使客观事物
情思融汇，生气充盈，传递出比
自身含义更丰富的含义。《还愿
的云烟》这首诗中，“云烟”这个
词语的本意和比喻义被充分挖
掘，形成了情景交融的诗歌艺术
效果。乡人、乡景、乡物激发着诗
人的乡情，对田园生活中诗意栖居的审美感触，
以及他对人的淳朴自在的向往。

往事如醪醴，令诗人陶醉：其中多少感慨是
最好的微生物，将诗人的思绪培养。戏台和“散
架了的纺车”让他思绪纷飞。当交通工具的迅疾
令他的归程缺少了古典诗歌中的漫长路途，诗
人不能在乡途中将往事一一清晰捡拾———“归
途中的大树看不清车厢的人面”，此一番表达，
又可见诗人的高妙：一方面，此句传神地写出了
往事如树木林立，另一方面，也契合了归途的实
际场景，非常有画面感。诗中的“惜”与“留”亦是
本诗情感的主线之显露，但是诗人将自己的这
两种情感隐藏在鲜活灵动的状物与场景勾画
中。

激情满满的《秋后台风》中，
诗人在家园“温柔的风暴”面前
“自甘沉沦”。香蕉林的甜是个无
底洞时脸上的神态是“眉飞色
舞”一词的最佳诠释，稻草人的
手舞足蹈也是他的欢蹦乱跳。故
乡的吃食、母亲的饭菜是乡情的
主要内容之一啊！所以在《去乌
石》一诗中诗人以对比的手法强
调他对故乡美食的爱恋。这形而
下的口腹之欲是多么的真诚并
具有强烈而隐秘的感染力呀！

诗歌的根本是要以诗的方
式而不是简单的大白话方式传
情达意，它要有奇妙的诗趣，有
回味的意指，还要立象以尽意。
在梁永利海边沉思之作《相同的
沙粒》中，我看到，诗人善感而敏
于诗性思维。风和沙是蕴含了诗
人隐喻的意象，并且诗人将自己
也看作是一粒风尘仆仆地奔波
游走的沙，于是他在观沙察风的
那一刻，凝视自己。风沙“纠缠”
中的相爱相杀是人在人间于磨
砺中成长，这假想打败梦想是前
行的脚步不停息———勇往直前：
人活一天就得这样度过一天啊！
讲人生的诗不可谓不多，讲得新
鲜有趣，与众不同才体现出诗人
的创造力，梁永利的此番对人生
的诗性阐释很标新立异，“行人

就这样/落下沙眼般的泪滴”，每一首诗都来自
生活之旅，并成为自我的另一个家园。
《初夏》《麻雀来过》《鸟巢》等诗作中，语言

与事物、情思与意象、写实与联想精当而美妙地
契合并营造出令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的诗歌
世界，读之我体验到诗人对家园的热爱，对田园
生活的赞美，以及他心灵中祥和与坚韧之兼具。
《鸟巢》一诗结尾那句“一个鸟语的世界/将忘记
巢的质地”让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个与世无争的
世外桃源吧！而有一句话是“大隐隐于市”，诗人
们常常把写诗作为一种归隐之途，而诗歌就是
他们的归隐之场所，另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就
这样，梁永利精心而艺术高超地建设着他的诗
歌王国，那是他的家园。

春芽破土，生命向阳，是春志。我是
一名乡村振兴的参与者、见证者、受益
者和记录者，用心聆听乡村振兴砥砺前
行的脚步声，用心记录乡村振兴的春天
向我们一步步走近。我俯下身子，贴近
大地，感受着被春风吹醒之后大地的心
跳，泥土被春雨滋养浸润之后散发的芳
香。

散文集《春志》被列为四川省作家
协会乡村振兴重点扶持项目，我是诚惶
诚恐的。我不是专业作家，无娴熟的写
作技巧和华丽的文字语言。我也不是乡
村领域的专业研究者，无深刻的理论观
点。我只是一个生在乡村，青壮年离家，
在外漂泊又重返家乡的基层干部。回到
家乡之后，我的工作就是专注于乡村治
理，关注乡村现状，思考制约乡村发展

的痛点难处在哪里及怎样破解乡村发
展的痛点和难点。

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学习涵养不一
样，故各自的性格和处事风格都不一
样。人与人之间相互包容，多从自身找
原因看问题，才能营造一个和谐的、做
事效率高的工作环境。起初，我挨个儿
地给村干部们谈心交心做工作。俗话
说，“相互搭台，好戏连台；相互拆台，一
起垮台”。但是，我和包村领导通过个别
谈话、召开民主生活会、各自剖析检讨
等形式，磨破了嘴皮说干了口舌，却不
尽如人意。

我在想，是不是大家平时缺乏学
习，有些浅显的道理没有顿悟所致？于
是，在村“两委”会上，我提议建立村“两
委”阅读考核机制，开展读书活动。建议
村干部每两个月阅读一本书。村里从办
公经费中挤出部分资金购买小伙伴们
喜欢的书籍。读完后，写一篇读书笔记，
书增补到村图书室供村民阅读。到了两
个月“交作业”的时候，我发现爱读书的
早就读完并写出漂亮的读书笔记，不爱
读书的人交不出读书笔记。后来我鼓励
几位爱读书的小伙伴阅读社工类的图
书，他们先后考上初级和中级社工职
称，每月待遇增加了好几百。其他几位
把手机当作宝贝的见读书可以增加收
入，赶紧拾起书本，挑灯夜战，你追我
赶。如今，社区阅读蔚然成风，村干部之
间团结友爱，工作上互帮互助已成为不
二的共识。

村（社区）“一把手”的不易，表现在
村干部是否把老百姓的事时刻装在心
里。“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
情”。在很多人看来，本身是很小的事

情，可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就是个大事
情。在乡村，村干部做再多的事情，一些
人都会觉得你是理所当然，他可以视而
不见，甚至会被称为“作秀”，招来无端
谩骂。
《春志》是我在基层工作 5年来，特

别是近期工作生活的一个小结。主要部
分为乡村振兴的工作漫谈，基层党建、
基层治理的所感所悟，以及部分地域文
化的解读。部分文稿既指出了乡村治理
中存在的问题，溯源了问题的原因，又
提出了破解的建议。部分稿件经媒体发
布后，在乡村基层干部中产生了较大反
响，被他们称为是一本“说大实话的
书”。
《春志》出版后，被“学习强国”平台

作为好书进行推荐。不少基层干部读过
该书，称在本书中处处可找到他们工作
和生活的“影子”。从创作的角度，一些
作家则认为，乡村题材一直是创作的富
矿。而不少作家在现实写作中，所呈现
出来的乡村题材作品，往往难以跳出两
种“极端”：要么把农村描述成陶渊明笔
下的“桃花源”，写烟火，说乡愁，美不胜
收；要么把农村写成贫穷落后的代名
词。我想说，无论怎么形容怎么写，如果
不深入农村，不与农村、农业、农民深层
次接触，没有参与基层党建、乡村治理
工作，是怎么也把不稳“三农”之脉的。
所以，有些作家朋友看了《春志》如获至
宝，倒不是因为《春志》的文字有多么优
美，也不是因为作品写得有多好，而是
因为《春志》就是一本业余作者及专业
作家在书写诗歌、散文、小说等农村题
材作品时，原汁原味的、不可多得的“素
材库”。

还愿的云烟（组诗）

梁永利（广东）

还愿的云烟

云烟将秋天滚出很远
蔚蓝如新款的添加剂
雨进来，风出去

旧时戏台
角色的腔调，不明不白
说是乡音，想起来，口出吱唔
散架的纺车上，几行泪滴
融化萎缩的思量

一个人对飞鸟或许有寄望
一家人来到码头，城阙芳草已绝然
归途中的大树看不清车厢的人面
桃花该等河水暴涨，鲩鱼肥美
该等惜缘的黄蜂相遇
才褪去秾丽，留下残粉

湖水洗尽青丝，两艘小船
系不住离愁，半生疑惑酿成痼疾
有人弱弱地问，爱是什么？掉头之处
慈悲等同过往云烟

秋后台风

温柔的风暴，在秋后并不少见
香蕉林以空洞的甜，锁住
反季节的工具。一片西瓜大棚
一台高位虾池的抽水泵
被淋湿的稻草人看管着

稻草人手舞足蹈，它叫出黑鹭的饥渴
它诱惑防风者省去若干条注意事项
红树下，弹涂鱼大肆集结，趁波光未亮
举行了多场活动

据报道，20号以上的台风
摧毁的，损失的都是一种估算
出没秋后的白鹭，从不忘却
掂量黄花风铃枯萎的尺度

去乌石

朋友乌石归来，只记得天成台
沙比小米小，比我皮肤嫩白
旁边的女人美了，唠叨拍不到落日
落日天天下海，鹭鸟飞翔的姿势
随陌生的笑声变换鸣叫

开渔第二天我去乌石
排拳岛的灯塔未亮，渔排的海鲜
跟我较急。急的是胃口和乡下酒
这里的虾大胆，白灼给城市看
反正能刺激味蕾，眼睛辣辣的
水灵灵的东西，在乌石不止是鱼

去乌石，石头都变青色

人工造型的都镶刻上文字。
我找到一处礁石
鲜苔覆盖，它可能等待有缘的人

相同的沙砾

风吹走一粒沙
再吹来另一粒
在两粒沙的面前
记忆尺度有些松弛

高坡上的家
风和沙是一对兄弟
孪生的念头，从沙的粉碎开始
计较它的细软，洁白，轻飏的情状
风尘就这样仆仆

行人就这样
落下沙眼般的泪滴

我用四季辨别树的颜色
树用干枯看清河的深度
既然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
沙砾为何纠缠风的锤炼

当它堆积成山
我盘坐树下、河边
等待无数的假想
打败相同的梦想

鸟巢

跟风一样，随便
粘几支枯草，黄叶是轻的
能暖身的阳光从侧面照过来
朝南的绿色，引领热闹
堆砌许多空谈。

它需要犀利的鸣叫
夏雨制作成帘

一个鸟语的世界
将忘记巢的质地

初夏

汗滴与草籽混在一起
抗衰老的青色，沿路铺开

蚊子与爱的叮咛在一起
一巴掌打下，腥味去掉怨恨

脚步与星夜一起
天地间，相遇的人以蛙声作证

香樟树开枝发叶，孵一窝蛋
鹧鸪鸟看见早熟的果，暗自决心

麻雀来过

冬至。麻雀来过
雪地的小脚丫
在纸上，在梦境里清晰可见
而我，爱听的叽叽喳喳

不是你跟同伙讨论隐私的情形

我供奉祖先的食粮
在山前的宗祠囤积了一年
今天，
汇报丁口和辈分情况
活动的流程
麻雀早已习惯

麻雀来过
它筑起两个新巢

雪上读史（组诗）

李永才（四川）

时间的预言

天下雪花，从清晨下到黄昏
自然之器多么神奇，把世事流水
打磨成这般丰富的白色粉末
楼上铺成风景，楼下换了人间
有惊喜，有瑟缩，一些惊慌的鸟鸣
试图从皑皑无边里获得生机
风吹雪枝响，仿佛在抖落时间的预言
这苍茫的世界，每一片雪花
都对应一种生活，不妨各取所需
可以潜移为清冷，也可以默化成快乐
是否预示好年头？流年似水
草木自知。雪花的命运似乎也一样
不同的处境，有不同的结局
一部分浮沉于水域，一部分挣扎于道路
更多的，在嘈杂与静寂中
形消迹隐，不知所终

暮雪归途

北风入林，鸟儿含落纸币
扶摇直上的白鹭，虚构了一场大梦
梦中的纸币，纷纷扬扬
飘成一窗的修辞
这铺天盖地的雪花，让鸟儿流离失所
这北风的酒旗，似驿路梨花
开在江南的桥头
又像故城的栅栏，将一生的理想
交给鸟儿与宁静
我隔着栅栏，向北方眺望
只见鸟儿漂泊于雪地
就像书生立雪程门，用据守疗愈旧伤
我听见北风呼啸，风尘漫卷
仿佛正向寒山古刹，言说江南的禅意
在一场雪的背景下
我打开故乡的道路，不见霜上人迹
只见雪泥鸿爪———
这唯一的路标，也指向归途

雪上读史

在北方，总有一场大雪落下来
铺成一张白纸
我在纸上阅读，你的惊艳与料峭
从静止到流动，与天空借高远
在河流与北风之间，选择青山与草木
你是冬天的王者

用凛冽与萧条征服世界
一夜之间，
风光无限呀。仿佛一个传说
我不知道，一场雪
与这个世界的变化，有多少关系
且将这张白纸，铺在大地上
纸上作画，将山水与人物
敷设其上。铺排越辽阔
内心越干净。即便是浪漫主义笔法
已写下三千年画卷

寄居冬日

这个周末的午后，北风无力
但一样凛冽了整个城市
我们对坐于窗台，各自握紧茶杯
长时间沉默。日子衰老。
你像冬日的溪水，踌躇而一意孤行
不见过往的滔滔不绝
而我是一只孤舟，横在府河的老码头
松针落人间，鹭鸟翔水面
众鸟与北风构架的王国，几朵缭云
怎堪飞渡。季节伤情。
仿佛白马入寒山，一些书生意气
已经陷入无人之境
孤寂与单调一起涌来，将一场风雪
下在我的心上。这样的天气
除了固守斗室与倒影，已找不到
一只自在之鸟

别遮住我的
春天（外一首）

黄玉明（福建）

那片云
你是故意在那里不移动吗
你可知道
阻挡了我的春天

我要看芳蝶轻吻
我要看木秀花荣
我更想看大地喜换新妆
山川一阕静美

云啊，要么赶快移离
要么下雨，然后放晴
别遮住我的春天

酒酿诗行

浅月若寒的日子里
我在江南守夜
顺酌几壶老酒

邀好友结伴，又想到酒了
围坐炉前，共醉红尘
一起悠闲谈风月
然后将酒酿成诗句
凝在冬季

沉默
王振坤（浙江）

又是一年落英缤纷
是谁的窗前曲声渐寞
千万次沉默
想念也被淹没
曾经繁华依旧在
以为是红尘漂泊
竟再也没有结果
转身启齿，红了眼
却道无人诉说

游金陵
姚锦（上海）

夜游金陵古韵浓，
秦淮河畔月朦胧。
玄武湖边烟波渺，
夫子庙前香火红。
夜泊笙歌传不尽，
春来桃李笑相逢。
繁华自古谁留住，
一梦江南入画中。

鹧鸪天·谁忆当
年携手时（外一首）

马茂广（安徽）

路远山长久别离。高楼独倚数归期。
潇潇冷雨迷前浦。瑟瑟凉风不胜悲。
人去后，鬓成丝。芸窗几许与君诗。
西湖老井今犹在，谁忆当年携手时。

临江仙·独倚避嚣烦

银烛金樽相向，清风明月栏杆。
缘生缘灭几千般。梦残空缱绻，谁识寸心丹。
极目湘江杳渺，红尘情绪无端。
水光山色两回环。孤灯影共我，独倚避嚣烦。

送寒衣有感
李毅瑄（陕西）

千年古制烙心田，万里流离念祖先。
尽任冬雷添路难，轻车碾雪把家还。
漂零四海汗花溅，仙送寒衣老送棉。
堡里生身长智识，初心难忘志尤坚。

在
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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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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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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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书写农村题材的“素材库”
———散文集《春志》创作谈

廖兴友（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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