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徐国强先生相识近四十年了。对我而

言，那时候他是令我仰视的星星级的诗人、

《唐山劳动日报》 副刊编辑。四十年中，根扎

唐山热土，诗歌走出唐山、走进河北诗歌史并

在全国诗坛有一定影响的唐山诗人，徐国强毫

无疑问是这个位数的其中之一。先生栽下了一

棵文学之树，树上结出了许多诗的星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空，正是国内

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的状态，当时，人们对

文学的喜爱近乎痴迷，对诗歌和诗人的崇敬

近乎崇拜，在报刊上能发表诗歌的人近乎当

下的“网红 （用在此处绝对不是贬义） ”。作

为唐山发电总厂青年文学社社长的我，大着

胆子敬请徐国强、赵新华两位老师为厂文学

青年讲课。感谢文学，就此我们便结下了一

生之缘。

从此，在 《诗刊》《星星》《绿风》《人民

日报》《唐山劳动日报》 等报刊上学习、品读

先生的诗，便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四

十年下来，先生以最初的 《独自燃烧》《我心

温热》 到第六部诗集 《在场》 的出版发行，

其诗作感动、感染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学

青年，稍长或与其同龄的诗人、作家为唐山

有徐国强先生这样的诗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全国著名文艺评论家、作家杨立元教授评价

到，“徐国强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在唐山就诗

作的品质和成就方面，张学梦先生之后就是

徐国强。”“燕赵七子”之一、著名诗人东篱

则真情地谈到过：在诗学上引领我的有两个

老师，徐老师是其中一个。

“一秒之内，眼里的世界/就有一半已经

陈旧/古陶的裂纹其实就是曲折的流流/其实

就是通往伊甸园的大道 （选自诗集 《独自燃

烧》 之 《美丽的苦恼》）。”不说诗句的哲

理，就拎出“古陶的裂纹”创造出的诗句，

美不美？“四季黑下来以后/你自己/就是这个

世界的/全部光明 （选自诗集 《在落叶上行

走》 之 《心灯——写给一位盲人》）。”这诗

句，只是美吗？

明 朗 的 诗 美 使 其 诗 作 有 着 独 特 的 辨 识

度。有人说当下是盛产诗人诗歌而好诗不多

的时代，虽不是一家之言，但也不是十分精

准。但是，无论明喻暗喻还是比喻，创造诗

的意境美是诗的天性，是真正懂诗爱诗作诗

者的基本认同。平凡的生活，一样的汉字，

到了徐国强先生的心里却能结出诗的果实。

而且，这果实的核一定是诗意的。“女娲炼石

的地方/女性五指的手影早已坐落成雄奇的五

峰/我在那里捡过补天剩下的边角料/一方方吉

祥的石块各有姓名//仿佛见到了自己的前身/

见到了自己的身影/我叮嘱身上的骨头/叮嘱骨

头里活着的殷红/不忘生命中原有的那一份坚

挺/保存住胸怀里柔软部位的那一种刚硬……

（选自诗集 《我心温热》 之 《灵山》） ”，诗

句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诗的意境是独一无

二、不可复制的。其实，他的作品一面世，

就带有“创造诗的意境美”的自觉。“世界中

还有一个世界//在我累倒的时候/我去过那

里//没有地址/没有远远地闪着红色消息的小

窗/没有路/没有脚印提供的方向//但我去过

那里//结识了一群长着金头发的星星/捡回来

过一片薄薄的月光。”这样的诗句是徐国强

的，是诗人徐国强的。他栽下一棵树，结出

的是有着他生命灵魂的诗的果子。

不 变 的 真 情 使 其 诗 作 有 着 赤 子 般 的 真

诚。徐国强先生性格表面略显粗糙，那是他

内心丰富和情感细腻的反哺，常常生活在诗

句中，与朋友们在一起便要有意识地跳出诗

的境地，幽默一下，嬉笑一下，嬉笑幽默中

透着对生活的珍惜、对朋友的真诚。他自称

“废墟诗人”，他守望着曾经的“废墟”，忘不

了“废墟”对他内心世界的折磨，给唐山百

姓带来的痛苦，给唐山这座城市黑蝴蝶般的

悲伤。“皮肤上的伤早已长好，甚至没有疤

痕/曲皱地忆念曾经的灾难。平整的皮肤/比

阳光的表面/还要光滑，无法截留任何往事//

但一直在疼，与阴天无关；一直在流血/没有

出血口；一直在缝合与结痂的过程中/身体睡

着裂缝醒着；衣衫清洁/内脏却压着砖石和灰

尘/就是在这样明确的隐痛里/我若无其事地

去仰望月亮…… （选自 《在场》 之 《一道伤

有多深》） ”痛苦和回忆不是让唐山和唐山

人沉沦的借口与理由，在徐国强先生的诗中

唐山和唐山人不仅仅是疼痛，他守望着曾经

的“废墟”，瞩目唐山大地震后唐山人的心灵

修复和唐山这座城市的再生与成长。这种心

灵修复、再生与成长，就是唐山精神的核。

“四十年，唐山的绿/从这块土地的深处茂盛

生出/仿佛是对宝贵煤炭前世的回访；四十

年，唐山的花/举着一个个失踪的名字绽放，

从凄美到壮美/非要用根缝合一条断裂带，非

要用朴素的绿和俏丽的花/对照身份和表达情

绪。这些唐山绿和唐山花/是她四十个春天带

给 这 个 世 界 的 四 十 份 厚 礼 …… （选 自 诗 集

《在场》 之 《鲜花中的唐山震后四十年》） ”

在场的冲动使其诗作有着与时代同频的

善良。熟悉徐国强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写诗

常常如火山喷发般带着节奏、宣泄着激情，

而这种节奏和激情往往体现在国内外发生重

大事件时的“在场”状态。这与时下“诗歌

是纯自我的表达，没有自我就没有诗歌”“诗

歌是小众文学，诗歌并不是写给大众的”等

等被所谓文学理论界、评论界定调的“诗主

私”有着明显不同的诗学观和创作理念。他

在 《在场》“附录”的 《布谷声中写诗忙》 中

写道：“我曾在 2005 年就提出过一个概念，

叫‘新闻抒情诗’，指因有感于眼前发生的

事件而写成的诗歌作品。这种诗歌全是“急

就章”。这种‘新闻抒情诗’既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政治抒情诗’，也不是没有文学品

质的‘标语口号诗’，而是以新闻点为背景

和条件，能够写出人心内在活动、人情苦乐

状况、人世风雨情态、人性痛感穴位、人类

情感深海的具有诗性的反映社会生活的‘现

实主义抒情诗’。这种诗应是真诗、正诗、好

诗……写这种‘新闻抒情诗’人，不是曾被

戏谑、嘲讽过无数次又无数次被亮丑的‘大

事诗人’，而是肯于关注现实又不失人文情怀

的‘良知诗人’。我一直在这方面做着努力，

可是，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

“新闻抒情诗”概念的提出和“现实主义

抒情诗观”的自觉实践，正是徐国强先生诗

歌创作的良知和善念。其实，关于“现实主

义抒情诗”写作，诗圣杜甫的“三吏”“三

别 ” 早 已 经 给 后 人 在 诗 歌 的 另 一 种 写 法 打

样 ， 只 是 当 下 的 一 些 所 谓 的 诗 人 学 不 来 罢

了。同时，徐国强先生也从另一个方位，回

答了文学作品为谁创作的基本问题。当然，

当 下 的 老 百 姓 对 很 多 所 谓 的 诗 人 诗 歌 不 买

账，也从自己的坐标系里回答了“诗主私”，

你的作品不关心关注老百姓，凭什么让老百

姓关心关注你的诗呢。“新闻抒情诗”概念的

提出和“现实主义抒情诗观”的自觉实践，

正是徐国强的诗学胸怀的集中体现。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省汶川发生 8 级强烈地震，从 5

月 15 日起 《河北日报》 等载体连续刊发数首

徐国强创作的 《震感》《汶川，我的兄弟，我

将唐山抗震精神说给你听》《我歌唱废墟支起

的 炊 火—— 写 在 灾 后 重 建 家 园 之 际》 等 诗

歌。其中 《国旗降下那一刻——为四川汶川

大地震遇难同胞而作》 写到：“从 5 月 19 日凌

晨/国旗从我的头顶滑下/降到贴近我心脏的

位置/恰好让整个灾区听到我殷红跳动的脉

搏/国旗从我的头顶滑下/降到我们眼前这部

陡峭的救灾史的半坡/让我以垂下头颅而更显

宽大的肩背/来承受遥远高山间沉重的伤痛和

巨大的折磨//……”这是一个唐山诗人对汶

川表达的情感，这是唐山这座城市对汶川表

达的共情。

悟性的坚强使其诗魂有着参透生命的豁

达。真正的诗是善良的，无论是人是物还是

山水田园。真正的诗是纯粹的，无论是直抒

心意还是隐喻暗喻。真正的诗是美丽的，无

论是忧伤抑郁还是激情欢畅。徐国强先生的

诗正是如此，他有着与诗共生的善良、纯粹

和美丽。即使他写“病变”，让人看了依然是

那么通透那么了然。“‘病’是病，‘变’是

变/‘病’是疾病的病，‘变’是变化的变//

这不相干的两个字是怎样连到一起的？/是谁

的语义将它们相互粘上/又是经过谁的头脑，

将二者留在了筛子上面/那么多汉字都漏下去

顺着水流走了/为什么单单留下这两个/组成

人的一条死路//我执意用蛮力将这两个字拆

开/让 “ 病 ” 在 病 的 地 方 病 着/小 小 地 折 磨

人，不接近大的痛苦/让‘变’在变的地方变

化/在云头或大地深处，想怎么耍就怎么耍//

让它们永远分别处在一个人命运的两端/不相

会，不黏结，不搭配/一个在病中安心休养/

一个在变中独自取乐/一个病——愈/一个变

——好。”杨立元先生曾经说过，徐国强从性

格到为人处世就是一个诗人。包括他面对人

人必须面对的生死。他得了世间所谓的“不

治之症”后，并不忌讳、甚至自己主动谈论

这个话题，酒该喝喝，诗该写写，诗风还是

明朗的诗风，性格还是谈笑风生的性格。并

且，经常出席诗歌创作研讨等等的文化、联

谊活动。

有人说诗的最高境界是神性，那么可不

可以说诗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拥有善念、看淡

生死呢。不，我说不止于此，我认为最重要

的是，他将脚下这片泥土给他的爱、纯粹和

灵感，又以爱、纯粹和灵感的方式反哺了这

片土地。

经 常 地 、 继 续 地 欣 赏 到 您 新 创 作 的 诗

歌，让我们继续发现天上新的星星，是我们

的期盼，也是我们的荣幸。为此，送给先生

您人世间最俗且又是最珍贵的四个字：祝您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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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姨的孙子叫小宝，很俊气、乖巧、知

性的一个孩子，虽然只有四岁半，但他遇事

处 事 的 所 言 所 行 让 我 这 个 成 年 人 都 感 到 惊

叹。

去 年 夏 天 一 个 周 末 ， 我 去 山 海 关 大 姨

家，第一次遇见了小宝，哇！这孩子真的让

我眼前一亮！黑黑的头发、白净的脸庞、精

致 的 五 官 、 好 看 的 头 型 体 态 哪 哪 都 让 人 喜

欢。见到我，在大人的提示下很有礼貌地站

起来，“小叔好！”他正在写字，个个字写得

横平竖直，特别是“弯”字写得最好，我由

衷地夸赞他，他抬起头，明澈的眸子突然流

露 出 伤 情 ， 真 诚 地 告 诉 我 ，“ 姥 爷 教 我

的 。” 我 又 随 意 地 从 他 文 具 盒 里 拿 起 个 直

尺，他赶忙夺下，站起来，“别动！是姥爷

给买的。” 看着他那双纯真、又带有一丝伤

感的大眼睛，我不由得为之一震，至于吗！

原来，小宝的姥爷刚刚去世了。据大姨

说，小宝的姥爷是一名教师，刚办退休却因

心脏病突然离世，这件事给了小 宝 很 大 的

打 击 。 姥 爷 生 前 教 了 小 宝 很 多 知 识 ， 写

字 、 画 画 、 背 诵 古 诗 、 背 三 字 经 、 算 算

术 、 讲 故 事 、 唱 儿 歌 …… 小 宝 跟 姥 爷 感 情

最 深 ， 按 说 ， 对 于 一 个 小 孩 儿 来 说 姥 爷 过

世 已 经 几 天 了 ， 应 该 忘 了 过 去 了 ， 可 小 宝

过不去，心心念念想姥爷，悲切的神情时时

流露出来，以至于姥爷给买过的东西不准别

人动，姥爷教过的知识记忆尤深，多么重情

的一个孩子呀。

午后，大姨、姨夫和我带上小宝出去游

玩。先来到老龙头，站在高处，望着思慕已

久的大海，我张开双臂尽情呼喊起来，哇！

好美啊！小宝在我的感召下也高兴起来了，

欢呼雀跃，我们直奔海边，一下子扑到沙滩

上，仰望天空，洁白的云朵像“棉花糖”在

空中漂游。偷眼望望小宝，这时的他翘着的

小脚丫来回摇动，很惬意、很享受的样子。

突然，一只脏兮兮的小狗跑过来，后面

还追喊着两个孩子。我们将小狗拦住，这显

然是条流浪狗，被主人抛弃了，因为它的脖

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铛。三个孩子便和小狗

逗玩起来，还喂了小狗吃的喝的。我躲开他

们，在不远处和姨、姨夫看海。“狗狗的眼

睛红红的，是得了眼病吗？”“把这只狗放到

我家养吧……可是……我爸爸妈妈肯定不会

同意的。”“我妈妈最讨厌养宠物了，放在我

家 也 不 行 呀!” 他 们 的 谈 话 引 起 了 我 的 兴

趣，望着他们围着小狗蹲在一起讨论小狗的

归宿时愁眉苦脸的样子，心里觉得好笑，一

只小小流浪狗引起这么大的同情心，真是小

孩儿哈！

不一会儿，那只小狗因吃了东西缓过劲

来猛然从男孩怀中挣了出去，一溜小跑往前

面 的 道 路 冲 去 ， 几 个 小 孩 儿 惊 慌 地 站 了 起

来，焦急地嚷叫：“别跑啦！”“快点回来，

你 会 受 伤 的!” 可 是 小 狗 听 到 他 们 的 喊 叫 ，

更 是 慌 不 择 路 了 ， 拼 命 跑 了 起 来 。 小 宝 看

着，无可奈何地跺着脚，眼眶都红了……那

份焦急、那份慌乱、那份伤心的神情让人动

容。我走过去抱起了小宝，好大一会儿还听

他喃喃自语呢，我还想省下零用钱，给它买

眼药、买狗粮呢……

到了山海关，一定得去“天下第一关”

看看，一定去登长城。于是我边走边想给小

宝讲“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可他却说听

过两遍了，奶奶和姥爷都讲过了。我就提议

让他给我讲，没想到这么大点儿小孩讲得有

声有色，情感也悲悲切切。虽然说不了太长

句，断断续续的，但还能加进自己的慨叹：

这 么 高 的 山 ， 那 么 大 的 砖 ， 民 工 们 多 辛 苦

啊！孟姜女找不到丈夫，哭了，哭得多伤心

呀！天昏地暗的，天愁地惨的，长城，都崩

塌了几十里呢……最后，他站住，看定我，

那 孟 姜 女 ， 是 背 着 丈 夫 的 尸 骨 ， 回 家 的

吗？ 崩塌下来的城砖，是用卡车，拉上去

了吗？听着他问的这些幼稚的问题，看着他

那天真的表情，我真不忍心拒绝他，但也绝

对回答不好。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去往燕塞湖的路上

路 过 一 个 公 园 ， 看 见 一 棵 树 上 挂 着 两 个 鸟

笼，有两个老人在树下谈笑风生。小宝停下

来，长时间地注视笼子里的鸟，突然跑向一

位 老 人 ，“ 爷 爷 ， 你 把 笼 子 里 的 鸟 ， 放 了

吧！它在这个新家，是不高兴的。”“噢？它

很高兴呀！你听这小音乐家唱得多美妙多动

听呀！”“爷爷，鸟妈妈，会找来的，如果喂

了莓子什么的，会毒死它的！”说着，小宝

急得眼泪流了下来，攥着人家衣角的两只小

手攥得更紧了。姨夫赶忙过去抱起小宝跟人

家解释，说是孩子听过一个故事，让人家别

在意，小孩子嘛有时会很认真的。

怎么回事呢？故事是说一个孩子逮到一

只 画 眉 鸟 放 在 后 院 的 鸟 笼 里 ， 小 画 眉 很 不

安、很恐惧地飞来扑去。第二天发现一只成

年的画眉在专心致志地喂小画眉，不用说这

定是妈妈找来了，小画眉一口一口地吃了很

多类似莓子的东西。次日，令人大惊失色的

事情发生了，小画眉死了！鸟类学家阿瑟·

威利给出这样的答案：当一只美洲画眉发现

她的孩子被关在笼子里失去自由之后，就一

定 要 喂 小 画 眉 足 以 致 死 的 毒 莓 ， 她 似 乎 坚

信，孩子死了总比活着做囚徒好些。这犹如

雷鸣般的结论给了小宝巨大的震动，他很不

解 地 瞪 着 纯 真 无 瑕 的 大 眼 睛 听 大 人 几 次 三

番 、 几 次 三 番 的 解 释 ， 什 么 自 由 呀 ， 囚 徒

呀，生命呀，最后，小宝认定一条真理，那

就是小鸟是不能被关在笼子里的，于是，便

有了“护鸟小使者”的系列行动。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做错事要表

示歉意”“东西要放整齐”……这些在幼儿

园学的知识小宝样样做得好，而且还监督大

人。晌午过后，小宝的爸爸上班要晚了，小

宝追着喊，要是迟到了，你就老老实实说，

睡过头了，别说，路上堵车，也别说，闹钟

坏啦，老师说，不要说谎！听到楼道里一串

儿笑的回音：知道啦！

栽下一棵树，结出许多星星
——徐国强先生部分诗作读后

□ 刘长明

童 真
□ 刘亚轩

被宇宙遗忘
□ 扎兰·成吉思

我的眼睛

不是为宇宙睁开的

而是为了你

让我有幸遇见

一个星球神奇的土地

撒下什么种子就开什么花结什么果

蓝的是海洋

绿的是大地

动的是动物

我想揽她入怀

擎她于掌上高高托起

我随风踏云嬉闹奔跑

手持方天画戟

舞动闪电

披荆斩棘

触碰了山峰

响起晴空霹雳

吓得妖魔鬼怪

魂不附体惊悚战栗

为你为社为稷

我心甘情愿匍匐地下

做你贴身的铧犁成就你的美丽

因为巡游得太久

因为太过于迷恋你

忘记了归程耗尽了能量失去了信号

我

我和这片惺惺相惜的土地

是否早已被宇宙忘记

忘记就忘记吧

星球只是一瞬间

苍茫的宇宙万万年

我架起天梯迟早还要回到银河系

我一定会拜托各星系佑护依依不舍的你

六月·我们
□ 新戴河初级中学 七八班 许宸瑜

从妈妈的怀抱挣出来，

从童话的世界跳出来，

小小的我们一下子成了少年。

走进六月，一切都那么美好。

六月的阳光，洒满街道；

六月的鲜花，格外妖娆；

六月的我们，溢满欢笑。

走进青春的校园，

朗朗的书声煮沸整个拂晓。

我们在学海泛舟，激荡心潮；

我们在操场锻炼，热辣滚烫；

我们在网络漫步，苦练科技的舞蹈；

我们在劳技中探索，那是快乐的小调。

学校的十八般武艺，

让我们充实又苦恼；

但稚嫩的心中，

深藏梦想的闪耀，

只有课堂，才能让我们充满智慧，

学会创造。

少年的我们，

要努力成为羽翼丰满的鸟，

随时听从祖国召唤的号角，

戈壁滩，去种花；

大海里，去采宝；

太空中，探寻奥妙。

少年的我们，

终将在祖国的大地上肆意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