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 师 造化”随想
丹凤 乐 农

年轻人，谁 不 想 在 事 业上 有
所作 为 ，有 所建树呢？

有一 挚 友 的 儿子 ，本是 某厂
一钳工 ，却 不 知 因 何 缘 故 ，竟 热
恋于草书 艺 术。他竭 力 搜求 古今
草书 碑帖 ，工 余 孜孜 不 倦 地 临
习，不 及 百 日 ，大 笔 一挥 ，草 书
大作 便 问 世 矣。其 笔 飞 墨舞 ，奇
形怪 状 ，堪称 触 目 惊 心 ；且在 引
首处 盖
有一枚
印章 ，
曰：“我
师造

化”。

“我 师 造 化”，原 义 当 为
我向 天地 万 事 万 物 学 习 。如果
整日 照 着 唐 人 张旭、怀 素 的 草 书
临习 ，这能 算 是深知 “师 造化”
的真谛 么 ？古 人诗 文 中 所 谈 及 的
事物 ，是 否 有 供 我 们 所 师 的 “造
化”呢？如 有 ，也许 能 使 我 们 悟
出一 些走捷 径 的诀窍 来吧。

张旭观 公 孙 大 娘舞 剑 器 ，细
察其 意 态 飞 动 ，自 此 草 书 大 为
长进 ，宋 代 文 与 可 见 道 旁 两 蛇 相

斗，草 书 亦 遂得其妙。两 位 书 家
所师 “造化”尽管 相 异 ，但 皆 能
体物 入微，中 得 心 源 ，故 对 学 书
大有裨 益 ，这 才 是真正 的 “师造
化”呢。

一切 艺 术都 源 于 生活 。在 学
习一 门 艺 术时 ，应 借 鉴 姊妹 艺 术 ，
更应 到 生 活 中 去学 习 ，去吸取营
养，去提 高 自 己 的 艺 术修 养。由

此，我
想得很
多、很
多。年
轻人 ，
朝气 蓬

勃，富 于 闯 劲 ，这 当 然 是 无 可 非
议的 事情 ，但 要 当 个 开 拓 型 的
时代 青年 ，创 造 性 地 工 作 ，就
得靠 党 中 央 的 领 导 ，下 靠 老 师
傅的 传 帮 带 ，更 要 靠 自 己 的 刻 苦
好学 。否 则 ，虽 胸怀 凌 云 壮志 ，
却因 基 本 功 差 劲 ，还 是那 镜子里
的佳 肴 ，好 看 而 难 以 食之哟 ！

借此 随 赠 “宝 剑 锋 从 磨 砺
出，梅 花 香 自 严 寒 来”一 句 ，与
君共 勉 ，不 知 意 下如何？

那人 却 在 灯 火 阑 珊 处
——访 诗 人 闻 频

本报 记者　杨 乾坤

访罢闻
频，已是子
夜十分，四
周早 己灯火
阑珊了。而
握别之后 ，
他还要伏案劳作，叫人
怎么说呢？

了解闻频的人，都
说他热情大方有才华 ；
熟悉闻频的人，更觉得
他孜孜不倦 ，是一位追
求执着的诗人。他正值

“不惑”之年，显得很
是精干。谈 起 编 辑 工
作，他说得头头是道 ，
但一 当谈起 自 己 的 时
候，这豪爽 的 诗 人 却
又卡起 “壳”来 ，谦虚
地说 自 己起步也晚 ，没
有什么好谈的……

我翻着他的诗作 ，
约略一数，竟有三百余
首，还 涉及到 散 文、报
告文学等 领域。

闻频笑道：“我早
期的诗 ，是献给家乡 的
情歌”。这下 我 才 知
道，他籍贯 中州。难怪
他对黄河有一种特殊的
感情 ，并 以 《黄河情 》
命名 了他 的诗集。在这
部诗集里 ，他对 故乡 的
村舍院落、田 地稼禾 、
日月 晨 昏 、风土人情等
等，都倾注 了满腔的 热

忱。《家乡 的河 》就因
其独具风姿而被 《当代
短诗选 》收录，《泡桐
开花 了 》也赢得 了读者
的好评。

恋乡 之情 ，人常有
之，而我好 生 奇 怪 的
是，有一段时 间 ，闻频
发表的为何 多 是历 史题
材的诗作。好像猜 出 了
我的 疑窦 ，闻频深情地
告诉我：“我是喝延河
水长大 的 。一 九 六 三
年，我大学 毕业后 ，曾
在陕北高原工作多年 ，
先后 当 过 中 学 语 文 教
师、县剧 团 编剧 ，从七
〇年起 ，才算真正搞起
了创作。我的 第一首诗
作，就是在 《延安报 》
上发 表的”。

看得来老 区的土地
和人民 ，给 了他极大的
影响 ，激起了他对革命
历史题材的创作 冲动 。
除了 献给延安的 许多 首
从心 中 掏 出 的诗 以外 ，
组诗 《巍巍大别 山 》等
数十首诗 作 ，都是他对
革命根据地的讴歌。这
些作 品 ，在表现手法 、
力度 等 方面 ，都有 了新
的开拓。《将军和杜鹃

花》的真情，《长满 希
望的土壤 》的实感 ，就
深深打动 了 读 者 的 心
扉。短 诗 《坟 》的 结
尾，竟那样凝重感人 ：

“ 战士不会寂寞的 ，芳
草是他的毗邻。纵然草
枯了 ，还会绿的 ，因为 地
下有战士的 体温！”

令人振奋的 是 ，自
去年一采 ，闻频的诗作
又有 了新的突破 ，不只
诗的跨度和跳跃 比较 大
了，分量 重 了 ，而 且 表
现手法也显 得 更 纯 熟
了。随着他对社会思 索
的加深 ，他 的诗风也渐
渐向深沉发 展。这方面
的代表作 ，便 是 《秋风
之歌 》。这首诗纵笔写
去，情景交 融 ，把秋风
拟人化 ，饱蘸笔墨 ，赞
美了人的 公正 、严峻 、热
情、诚挚、希望 等 ，写

得入 木 三
分，故 尔在
《文学家》发
表后 ，又 被
《诗选刊》和
《 新华文摘》

转载 ，并得到 了赞扬 。
看看这丰硕成果 ，

我请他谈谈创作体会 。
闻频 笑 了 笑：“苦 于
斯，乐于斯 ，真是 ‘衣
带渐宽终不悔’”。

我接过话茬：“可王
国维所谓为 学的第三种
境界，你也 达 到 了 呀
——‘众 里寻 他 千 百
度，蓦然回 首 ，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

不是么 ，经历 了十
数年辛勤耕耘 ，其作品
也在海 内产生了影响 ，
难道还不算 “灯火阑珊
处”？任 《延河 》文学
月刊常务编委 ，其写作
常常被挤在午 夜，这分
明又是一种“灯火 阑珊
处”。尽管 闻频对前者
还不 承认 ，但事实却 是
那样不容否定 。

问起今后的 打算 ，
闻频欣然道。“随着社
会节奏 的 变化 ，诗也要
变化 ，不仅要用 新的 眼
光去认识生活 ，还需 要
用新的手法 去 表 现 生
活，我想，诗的 节奏也
许要 加快罢”。

愿这位 不 断求 索 的
诗人，也加快节奏 ，更
上层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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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院
有位师傅
叫张山，
张山 有个
女儿 叫张
小姗 ，张
小姗 今年
十三 岁 ，
读初 中一
年级 ，是
我的 学
生。听说
小珊 这几
天又 闹病
了，虽说
是假 期 ，
我还是去
看了 她 。

外间
里，小姗
的爸爸 妈
妈双双坐
在电视机
前，满有
兴致地欣

赏着那万紫千红的岭南
春色。我没有打搅二位
的雅兴，推开虚掩着的
小门走进里间 ，却见小
姗独自 在写字 台上睡着
了。被我推门的响 动惊
醒后 ，她一只手揉着惺
忪的睡眼 ，一只手慌忙
找寻着钢笔。已经晚上
十点了 ，身体又 不好 ，
这是何苦来？

我问：“小 姗 ，
瞌睡 了 怎 么不 上 床 休
息？”小姗见 是我 ，顿
时眼泪汪汪：“作业还
没有做完呢！”“不就
是那 几本寒假作业吗 ？
假期还长着呢。”小姗
也不答话 ，只 把头摆过
去，直直地盯着旁边那
大大小小薄薄厚厚的本
子。我 随 手 翻 检 ，什
么《海淀 区 中 考 试 题
集》，《无锡市 中 考模
拟题 三十套 》，《初 中
各科难题汇 编 》，《初
中理科 自 测 题 数理化 各
十五套》……

题海茫茫 ，即使以
善飞著称的海 燕也会飞
折它那矫健的双翅。这
位张 山 老兄 也 太 那 个
了。

学校 里的老师都知
道张 山师傅 对 女 儿 的

“三只三不政策”平时
只能呆在 学校 ，不许到
野外去；在 学校只 能看
教科书 ，不 许 看 课 外
书；教科书 只 学 理 科
（ 他决定让小姗将采高
中毕业考理科 ），其他
的不 许多费 时 间 。至于
作业 ，除过 老 师 布 置
的，他还 要 布 置“附 加
题”。放假前 ，我这个
班主任 曾经给他作过几

次思想工作 ，他却依然
我行我素。可如今放寒
假了 ，应该给孩子一点
自由 吧 。

我安慰小姗：“今
天做不 完，明 天 再 做
吧。”“不行，每 天做多
少，爸爸有规定 ，做不
完不 许睡觉。”

“你 不 是 有 病
吗？”“爸 爸
说，有病 也只准
少做 五道题。”
真是做不完 的 作
业流不完 的 泪 ！

望着小姗 日
见消瘦的脸颊和
日见 呆 滞 的 目
光，我想起 了大
石下那惨 白 的草
茎，栅栏 中那傻
乎乎的豹嵬 ，我
的心不寒而栗 了 。

小姗什么时候能够
作完她的作业 ，不再 泪
水常流 了 呢？

朝阳
黄存乐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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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铁者　高安升

采诗珠 海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 何时照 我 还

王安石 ，曾被革命导师列宁称
为，“中 国十一世 纪时的改革家”。
他写 的 《泊船瓜洲 》这首诗，正表
现了他博大胸怀和 对家乡 的殷切怀
念之情。原诗是：“京 口 瓜洲一水

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 月 何
时照我还？”阳春月 夜，作者凭船南望 ，只见 与
瓜洲一水之 隔的京 口 城历历在 目 ，他的家乡 钟 山
离此 己不远 了。正在这家乡 春光明 媚的 时候，诗
人又回来 了！一个 “绿”字 ，真是画龙点睛，致
使全诗如龙破壁，飞跃腾 空。“绿”字富有形象
美，色彩美，最易 引起人们对春天的美好联想 ，
难怪诗人要急于还乡 踏青了。　（曾 文）

火花 集

福建　秦 黛

拓荒者在披
荆斩棘之 中 ，以
滚烫的汗珠为 时
代描绘瑰丽的春
色图 。

懒惰 鬼在胡 思乱想之中 ，以苦
楚的眼泪为 自 己谱写颓废的伤心曲
调。

雄鹰不畏风暴
才能展翼飞翔 ，

英雄不怕艰险
才能攀登高峰。

攀登者的脚印是英雄的进行曲 ，
创业者的汗珠是生活 的赞美诗 。
春天美在多姿多彩，万紫千红。

青春贵在勤学好问，创业立功。

年
轻
的
司
机
回
来
了

咸
阳
阿
子

年轻 的 司 机 回 来 了 ，
向阳 的 小 阁 楼
满满 当 当 地装着 年 轻 的 父 亲 ，
一个 敬 佩 纱 女 的 男 子 汉 。

他回 来 了，
一身 汽 油 味 儿 ，
溢满 了 整 个走廊 的 清 香 ，
楼梯 被踩 得 咚咚 地响 。
毛胡 子 贴 上 了 才 一 岁 的 小 脸 ，
一阵 阵 的 哭叫

急得 他赶忙 四 处 张 望 ，
却看 见 屋 角 刚 下夜班酣 睡 的 纱 娘 。

呵，不 会 带 孩 子 的 父 亲 啊 ，
手足 无措 的 男 子 汉 一

“ 好 儿 子 ，嘘——不 要 哭
你想 要什 么 ，快说 ，

为了 你 的 妈妈 ，　好 儿 子，小 声 点 ，
瞧她 梦 中 盼你 快 快 长 大 的 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