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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静农是从皖西古镇叶集走出去的“未名四
杰”之一，是鲁迅先生领导的未名社中的重要成员，
也是二十世纪中国重要的乡土文学作家，他的乡土
小说集《地之子》在我国乡土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
位，被列入二十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上个世纪20年代，由于受到鲁迅先生乡土文学
作品的影响，台静农开始以自己熟悉的故乡叶集为
书写对象，创作乡土小说。收在《地之子》中的14篇
乡土小说，是台静农从1926年7月至1927年11月这
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陆续创作出来的。这些小说作
品以台静农故乡的人和事为写作基础，具有鲜明的
皖西乡土社会地方特色和民间文化特征，也有很高
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认识价值。

叶集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麓、史河东岸，
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但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这
里的乡村和城镇却是封闭、落后、凋敝、沉闷的。台
静农作为上个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之
一，其小说中充满了故乡叶集当时的生活场景、民
俗风貌，是对故乡乡土世界和民间文化的艺术再
现。

台静农乡土小说中关于地理环境和事件背景
的描写，能够反映皖西自然生态景观。如《弃婴》开
头的一段就很能表现叶集一带的秋季风光和田野
特色：“稻子收获了以后，天气是渐渐地清爽起来，
严威的阳光，也变成了静恬；尤其在这‘秋半天’的
时光，太阳隐藏在云端里，微风吹着竹叶的响声，黄
金色的万寿菊开放在篱旁，这时候，却令人显然地
感到大自然秋色的美。”

台静农乡土小说中有一些特定的地名，如《天
二哥》中的栅门口和王三饭店，《新坟》中的隆盛茶
馆，《烛焰》中的后街和店铺，《吴老爹》中的羊镇和
十字街右边一家油盐店，《拜堂》中的吴三元杂货
店，《负伤者》中的十字街和茶馆等，不仅构成了一
幅叶集古镇的风俗画，而且为小说中的人物塑造营
造了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氛围。

台静农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小商人、乡镇知识
分子、叫花子、市井无赖、恶霸、寡妇、老更夫等不同
阶层的人物形象，都是作者从生活原型中精心挑
选、倾力塑造的，如烂腿老五、汪三秃子、吴二疯子、
胎里坏、一点红、少年烟匠、说书的吴六先生、汪大
嫂、田大娘等，个个栩栩如生，形成了具有皖西民间
特色的文学人物画廊。

台静农乡土小说中的情节描写，是作者对生活

情景的再现，加重了作品的地方生活气息，从中能
够看见皖西地区特别是叶集的一些独特民俗，感受
到皖西民间文化特征。如《天二哥》里写到当时这里
的人们相信清尿能够解酒，人死了是有鬼魂的。《红
灯》里写到人在阴间也是要穿衣、要用钱的，所以活
人为了使已死的亲人在阴间不受苦，就会在“鬼节”
也就是阴历的七月半那一天烧纸钱、纸衣。在“鬼
节”的那天晚上集市上的人还会去放河灯，邻近的
乡人都会赶来观看。在鬼节的前几日，有些有钱的
慈善人家，会请一些道士为孤魂野鬼们作法事，以
超度他们的亡灵。《烛焰》中写到在皖西一带当年流
传的“冲喜”习俗,《拜堂》中写到过去“转房婚”遗俗
和男女成婚“拜堂”的许多规矩，《蚯蚓们》《负伤者》
中写到妻子可以像物品一样用来买卖，还有《白蔷
薇》中写到“指腹为婚”的婚姻习俗等。

台静农乡土小说中的皖西方言反映了人物的
身份、地位、性格和思想，极具地方特色。如《负伤
者》中的昂大爷说：“我活五十多了，姐姐的，我看够
了！”再如《天二哥》中的天二哥和小柿子的对话：

“我的乖乖，你来的真好，赶快送来给你天二爷亲个
嘴罢！”台静农乡土小说中有很多类似“姐姐的”“我
的乖乖”这样的有些“粗俗”的口头禅，如“去你妈
的”“他妈妈的”“王八头”“小王八羔子”等。《拜堂》
里汪大嫂和田大娘的对话出现了众多特色方言表
达，如“丑事”“死多活少”“小家小户”“牵头”“出
门”“不缺吃不缺喝”等。这些方言词语体现了皖西
民间语言的地域文化特色，也有利于塑造小说中的
人物形象，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

台静农的乡土小说通过描写叶集小镇人们的
生活习俗、生存状态、生活场景、生死忧乐、方言俗
语，为我们展示了小镇的社会历史、文化风俗和人
生百态，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台静农用他儿时的
记忆、亲身的经历、真实的感触、细致的观察，为我
们呈现了一个和鲁迅小说中的“鲁镇”相似的另一
个小镇，从《吴老爹》中我们知道，这个小镇的名字
叫“羊镇”，实际上就是以特色美食羊肉著称的叶
集。我们可以从小镇生活中闻到浓浓的地方气息，
感觉到淡淡的乡愁。作者希望通过对这些小镇风俗
的描写，向我们展示皖西的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百姓在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是
一种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的小传统，基本上在农村中
传承，处于“自生自灭”“无所为而为”的状态。台静

农的乡土小说中所描写的皖西乡村生老病死、婚丧
嫁娶、四时节庆、士农工商、宗教信仰、民间艺术，为
我们展现的就是皖西地区的一些小传统。台静农很
独到地将这些小传统“移在纸上”，展现给读者。

台静农的乡土小说反映了皖西乡间的社会现
实，揭示了当时国民的劣根性，展现了宗法制乡土
社会下的那种“古老”“原始”“野蛮”“愚昧”“冷酷”

“封建”“落后”“沉闷”的“民风民俗”，具有广大的时
代背景和深层次的社会主题，是作家“有意而为
之”，用“民间文化”的视角来叙述乡土的故事、揭示
小说的主题、反映时代的风貌、表达作者的情感。

台静农乡土小说从民间取材，从故乡取材，为
我们展示的是丰富多彩的皖西地域风貌和民间风
俗，具有乡土小说独特的地域文化特性、丰厚的社
会历史内容、深刻的文化生命内涵；还体现了台静
农对故乡的热爱，对故乡的落后充满的同情和惋
惜，体现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社
会批判精神和深沉的文化反思意义。台静农以乡土
小说参与时代的批评和变革，赋予了乡土小说以深
刻的社会意义，艺术个性及其浓厚的皖西民间文化
特色。

台静农的乡土小说师承鲁迅，无论是题材的选
择、主题的开掘，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语言的
表达，都与鲁迅作品的熏陶分不开。1935年，鲁迅
先生编选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其中收
有台静农的四篇作品。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
系·小说二集》序言中给台静农以很高的评价：“在
争着写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
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
更勤于这作者的了。”《地之子》中的14篇小说，被鲁
迅称之为“优秀之作”。

台静农的《地之子》所书写的作者故乡的民俗
文化、风土人情，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丰富而独特的
皖西民间文化，也为我们研究皖西民间文化对台静
农乡土小说创作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资料。

《地之子》因为真实而细腻地描绘了皖西“乡间的死
生，泥土的气息”，在利用皖西民间文化进行乡土小
说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被学者们评价为“中
国现代乡土小说的重要收获”。香港当代文学评论
家刘以鬯在论及台静农的小说时也说道：“20年
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
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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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贵老师新作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诗刊》社收
录第39届青春诗会诗丛，可见太贵老师的作品影响力在
诗歌界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这也是我市乃至我省文
艺界的一大硕果，这离我市文化强市战略中的“文艺不仅
要有高原，更要有高峰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先谈一谈我对这部集子的总体感受，诗意深沉、审美
视角独特、内涵丰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
诗意世界。他以其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深邃的洞察力，探
讨了生命、自然、历史与社会的多元关系，展现了他对天
地万物、社会生活、时代变迁、生命本质等关照对象的深
刻理解和独到见解。

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古今交错的瞬间闪现才情
与理性

比如辑一里的这一首，题为《午后读清同治<霍邱县
志>》，开头和结尾几句：
点校人员，需要脱帽致敬/编审人员，则需要把笔帽

合上/在一页页死者面前，活着的人/无论按姓氏笔画，还
是职位高低排序/都是虚妄的……枕边，县志如砖/压住
我的鼾声，而滚雷远在时间的边缘。

这首诗既有扑面而来带着尘土味的历史气息，又不
乏现代诗歌形式上的开放和自由，作者用自由灵活的诗
歌形式承载了他的情感和思考：在沉重又虚无的死亡面
前，人类的社会属性和社会身份更显虚妄。同时，历史像
砖块一样沉重，具有沉甸甸的分量，压住了我的鼾声，让
人无法轻松入眠，“滚雷远在时间的边缘”，一边是历史的
终点，一边是新历史的起点，滚雷阵阵，这振聋发聩的雷
声中掺杂着多少诗人对未来的想象、还有对时间流逝的
感慨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和追问。

再如辑五中的《一杆老秤》：抹去灰尘、雨水以及浑浊
的油污/才能看清一杆老秤上，恍惚的星星……在一杆老
秤上，掂出自己真实的分量/它从不开口说话。一颗星的
重量，约等于/一个人良心的重量。秤砣下坠的时候/万物
都在向上仰视，只有天空在俯视。

这首诗道出了当代人应该自我反思，认识内心的真
实和道德的重量，强调了良心对于个人品质的重要性，以
及它在塑造一个人行为和价值观中所起的作用。短小精
悍的小诗道出了诗人对当代文明的审视和道德自律的思
考。

二、充满哲理与象征意义的诗意探寻
在《青瓦之上》中，王太贵对生命的诗意探寻贯穿始

终。他关注生命的细微之处，以独特的视角捕捉生活中的
诗意瞬间，用丰富的意象隐喻，来引发读者对生命意义与
人生态度的思考。

例如辑四的最后一首《残柳与枯荷》，第三章节写道：
残柳生烟，枝条明晰的写意/用尽中年的苍凉。尚未入画的/都是局外人。跌入湖水中的
星辰/把光亮重新交给了淤泥。

“星辰”这个意象，容易让人想到光明、希望、理想和指引。但诗人说，星辰却跌入
“湖水”中，这个“湖水”的意象，可能代表着现实世界的平凡、复杂或者是一种包容；星
辰的光辉被埋没或暂时失去了指引的作用，或者一个高远的梦想落入现实生活的平凡
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湖水对星辰的消极。

跌入湖水中的星辰/把光亮重新交给了淤泥。“淤泥”这个意象，我们能联想到什么？
污浊、沉重、凝重等负面信息。然而，淤泥却接收了星辰的光亮，或者说星辰朗照万物，接
纳了湖底的淤泥，这是一种积极、向上、乐观、包容、圆融无碍的力量，越品越有滋味。太贵
老师在自然物象中看见了更深层的诗意和哲理，探讨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在现实
困境中寻找和保持理想的重要性。

再如辑五的《哑巴记事》，诗中写道：“废弃的轮胎，收留了世界的尾音/嘴巴皲裂，因
为说话太多的缘故”；这是一组强烈的视觉意象，诗人可能在探讨一种孤独与沟通的辩
证关系，表达一种现代社会的隔阂与失语状态。最后几句，“从一个省份，到另一个省份
/指示牌是暮色唯一的指令/浑浊的车厢里，无数哑巴/跟随月亮，到达灵魂的驿站”，蕴
含着一种对孤独、沉默与渴望表达所带来的精神耗竭的反思。我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
自己就是这无数哑巴里的一位，在集体无意识中寻找能收留世界尾音的废弃的轮胎作
为孤独现代人的精神避难所。
总之，《青瓦之上》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邃的哲理思考，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既传

统又现代的诗意世界。无论是《我有我的深蓝》《当你起航》，亦或是《时间的炼金术》《寒露
之后》《如果看到海》等等，在这140首作品中，诗人的目光聚焦到我们熟悉的生命现场和
生活现场，在天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场域中进
行诗性的审美和理性的探索，关注生命、自
然、历史与文化的多元关系，展现了诗人的
深刻理解和洞见。作者用新诗质朴自然的语
言和灵活自由的形式，立足个体生存的真实
场域，从现实出发，走向审美情境，走向价值
反思，从现实形态趋向理想形态，既有活生
生的真切无伪的现实体验，更有诗人既美且
真且善、兴发与良知的和谐交融。

几天前的中午，女儿打电话给我，说
放学时在高中学校的草丛里拣到一只受
伤的小猫咪，她伸手抚摸了一下小家伙，
没想到它一下钻进她的怀里，于是她摘
下格子围巾将小家伙包着带回了出租
屋。

“妈妈，跟你说件事，我刚刚自己做
主做了一件事情……”女儿吞吞吐吐，声
音里有些兴奋调皮又有些心虚，“我在学
校遇见一只流浪猫，这么冷的天，一只瘸
了腿的小猫怎么生存啊，我给它带回来
养几天，等它腿好了，等天暖和了，再寻
找爱心领养人行吗……”

“哦，对了，妈妈，忘记跟你说了，也
是一只小黑！”挂电话之前，女儿稍带了
一句……要知道，这已经是我们这两年
遇到的第三只黑猫了。从刚开始的抗拒
到后来慢慢接受和习惯，小猫已经和我
们的陪读生活产生了奇妙的链接。

第一只小黑猫是一只特别漂亮的英
短。两年前堂弟家的小母猫生了一窝幼
崽，其中有只油亮黑毛黄眼珠的小黑特
别吸引我们的注意。它很活泼好动，叫起
来奶声奶气，与人尤为亲近，堂弟见女儿
这么喜欢它，干脆鼓动我们收养了它，没
养过小猫的我们就这样把它带回了家，
取名咕噜呀。咕噜呀是个话痨，每次踱步
与你相遇，它会发出啊啊两声与你打招
呼，偶尔还会发出“妈妈”“爱你”这样的
声音，特别有灵气，深得我们一家的喜
爱。女儿上高中后，咕噜呀跟着我们去了
出租房，每天早晨起床时间一到，它会摇
着尾巴挨个房间发出啊啊的声音提供

“叫醒服务”；女儿下晚自习后，它蹲守在

门口迎接她回家，然后趴在书桌上陪着
她写作业，一起熬夜到凌晨……

女儿升入高中后，起先不能适应高中
生活，高一没有分科之前，学科多，作业
任务重，加上高中物理化学科目难度加
大，孩子学的一肚子苦水。咕噜呀似乎常
常可以感觉到小主人的心思，瞅她情绪
低落的时候，便径直朝她走去，跳上桌子
用它的小脑袋用力地磨蹭着主人的脸，
似乎在鼓励她打起精神，女儿便会一把
将它抱入怀里，心灵受到了慰藉，不一会
又调整好状态投入到学习中去。

女孩到了青春期，偶尔会有些小心思、
小情绪，有时在与我们争论的过程中观点
产生冲突，委屈时，我在门缝里瞅见她把憋
屈的话小声地说给咕噜呀听，小猫瞪圆了
双眼，似是听懂了，待情绪稳定后，她才走
到我们身边道歉，刚才发生的事就这样烟
消云散了。
现在想来，咕噜呀在我们枯燥而焦虑

的高一陪读时光着实带来了很多欢乐，
尤其给女儿提供了温暖的陪伴，以及难
得的情绪价值。

都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会与哪些人相
遇，冥冥中自有注定，与小动物的缘，大
概也是这样。只是我们没想到，与这只灵

气乖巧的小黑猫之间的缘分只有一年零
两个月。今年四月初的一天早晨，咕噜呀
应该是到了发情的年纪，那些天出租房
的一楼空地常有一只小母猫深情呼唤，
我们疏忽了出租屋10楼的阳台没有隔离
窗，那天夜里，咕噜呀不知何时从阳台一
跃而下，去了喵星球……

第一个发现它的是女儿，场景可想而
知，一年多时间的朝夕陪伴，咕噜呀早已
融为家庭中的一员，女儿哭得声嘶力竭，
我也十分懊悔，因为疼爱小猫，没有给它
及时做绝育……

我们找了一处风景秀美的树林，将小
猫埋葬于此处，女儿将咕噜呀的零食和
猫窝都带了来，并给它写了一份道别词，
哭着说，咕噜呀，我会想念你的，谢谢你
这么长时间的陪伴，你如果想我的话，记
得变成一只蝴蝶来看我啊……

那是四月的夜晚，气候不冷不热，女
儿在书房写作业时，突然耳边传来嗡嗡
嗡的声音，我抬头一看一只好大的苍蛾，
便找来拍子准备拍打，女儿声音嘶哑地
阻拦：别打，是咕噜呀！我转身看她，早已
是泪流满面，自语到：咕噜呀，我说让你
变蝴蝶，不是苍蛾呀，你是不是听错了！

咕噜呀去了喵星球后的一周，女儿还

是时常想起它就哭泣，说半夜写完作业，
起身便会想起每晚陪伴她的时光。身边
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再养猫了，孩子重感
情，会伤心，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当
妈妈的也着实不想看着孩子沉陷在这份
痛苦里。

咕噜呀离开的第八天，我和她爸驱车
去城中心走访了数家宠物店，寻一只黑
色的小猫，终于找到一家出售黑色猫咪
的店铺，在众多的猫咪中间，我一眼就看
到了“笨笨”，如咕噜呀一般的眼神，全身
漆黑，一个半月大还在喝羊奶的小生灵。
就它了！
中午放学后，女儿打开装着小猫的纸

箱那一刻，我用视频记录了那份仿佛失
而复得、久别重逢般的喜悦。那一刻，女
儿感觉她的小猫又回来了，瞬间被治愈
了……

这一次，我们格外认真地对待这只小
猫，新学期在学校附近重新租了一处阳
台全封闭的房子，早早规划好给笨笨打
了疫苗、做了绝育。10个月大的笨笨看起
来和咕噜呀实在是像极了，只是咕噜呀
喜欢用头磨蹭表达爱，而笨笨则会用舌
头舔主人的手，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它就
是咕噜呀……

“妈妈，如果找不到爱心领养人，怎
么办？”女儿试探性地问我，这只从校园
里领回来的小黑猫，走路时左后腿一直
蜷着，女儿说，它绝对是故意的，因为发
现它有时候是右后腿蜷起，大概是害怕
主人不要它了演“苦情戏”……

那，咱就养着呗！

去年夏天，我和先生一起到水门公园附
近散步。离远便听见一阵铿锵的音乐声，节奏
明快，悦耳动听。走近一看，一群人在跳广场
舞。
两位领舞的美女约摸是八零后吧，很年

轻。这支广场舞队伍的规模很大，年龄跨越的
层次也很大，六零后到九零后都有。她们统一
着装，精神饱满，排列整齐。好听且节奏感强
的舞曲一首接着一首。看着她们翩翩起舞的
带劲范儿，我也禁不住手脚痒痒，跃跃欲试，
索性一迈脚入了伙，凑在后排，拣个空档，跟
着节奏学了起来。

自此机缘巧合下，学跳广场舞的日子拉
开序幕，成了舞蹈队的一员。每天晚上热情似
火地跟着老师们一招一式地学动作。从最初
赶鸭子上架般的慌乱，到很快能跟上节奏，我
发现自己有些舞蹈的天赋在。有时候跳得嗨
了，心情非常舒畅，跳再久也不觉得累，甚至
感觉舞步越跳越轻盈。沉醉在动感的节奏中，
整个广场整个世界都在跟随我的舞步上下翻
飞。
当下，广场舞作为一项全民健身运动，逐

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跳广场舞，不仅增强了人们的身体素质，同时丰
富了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广场舞作为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鲜活切面，
彰显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呈现出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社会生活
风貌。
我所在的这支舞蹈队叫“红袖舞蹈队”，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

“红袖添香”，常常被用来比喻一种优雅、浪漫的生活方式，或者象征着
一种美好的愿景和期待。也许当初领队老师为队伍取名就有这样的夙
愿吧。老师们选的舞曲都是旋律优美，节奏欢快的，用心用情。每个新动
作，每个小细节，领舞老师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示范，脸上洋溢着对舞蹈
的热爱和激情，让人心悦诚服。

由于队友们年龄跨越比较大，灵巧的年轻人和僵硬的中老年人共
处一队，舞动起来的效果也是参差不齐。像我这样就属于后者，肢体协
调能力差些，学起来更费劲些。比如一个“小五花手”的动作，美女老师
就算把我的手捏成那种形状，我也一时领悟不了。看着老师那双纤纤素
手绕起兰花指，柔软灵活、灵动优美地舞动着，像一朵盛开的圣洁的莲
花，美极了，把我羡慕得不行。

就这样，学舞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度过。平时舞友们都很积极。每
晚早早地穿戴整齐，不约而同地来到公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等待
一场律动的约会，尽力展现自己的风采。音乐响起，整个身子便会不由
自主地跟着动起来。一旦进入状态，舞上一曲，嗨上一阵，浑身热起来，
汗涔涔，心舒畅，尽情过了把力量与美感完美结合的瘾。

跳广场舞，不仅为的是自己健身，还为他人、为社会尽义务、献爱
心。平时，领舞老师还常常带领舞队去参加一些公益性演出活动。每年
重阳节、春节等重要节日，我们团队经常随广场舞协会去敬老院演出。
让那些孤寡老人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多彩多姿的节目，享受到这人间
的美好与温暖。舞蹈队的成员有时候还会参加一些公益知识讲座、急救
知识演练及健康知识讲座
等。

起舞健美强体魄，红袖
添香暖人间。“红袖添香舞蹈
队”，一群盛开青春活力的姐
妹花，一个充满友爱的大家
庭，一支拥有责任感的公益
队伍，正在蓬勃生长，开花结
果，舞动蓼城。

晨 起
晨起
邂逅于深巷
彼此依然

没有细雨，没有油纸伞

记得我们曾经相遇
你给过我一缕熏风
一个笑脸
我在心头融化

陪伴多少个沉醉的夜晚

曾经，曾经
醉中不知归路
你的娇艳

让我唤醒整个春天

午 后
此时，正是午后
阳光从窗外洒进室内

满屋的书报，还有瓷片、花草
和我一起晒着太阳

朦胧中，翻看手机
有人在朗诵张二棍的诗

《太阳落山了》 还有人
在唱海子的《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于是，我让阳光留住了阳光
让歌声送来孤独和苍凉
我们一起在太阳底下沐浴
或者徜徉

月 夜
今夜，月亮很圆
也很清幽
我站在月亮底下
有寒意拂来

今夜，我静静地看月
目光沾着夜霜
心中的一些思绪
也打着寒颤

今夜，月明星稀
老屋树枝上的乌鹊
很久没有音讯
故乡的小路长满青草
晶莹的露珠

在草叶尖上等待黎明

今夜，我不想提笔
不想抚摸故去的伤痕
只想在月圆的时候
好好仰望

想着过往，想着远方
想着还有看月的人
登楼临窗

“陪读”的小黑猫
谢菊莲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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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总会有诗意荡漾 (组诗 )
穆志强

台静农乡土小说与皖西民间文化
马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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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如此厚重的《钟鼎文诗文集》，如同穿越巍
峨的大山、词语的海洋，磅礴的气息和诗意的波涛
席卷而来，令人震颤。钟鼎文先生，与覃子豪、纪弦
并称台湾现代“诗坛三老”，其辉煌的文学成就不必
赘述。
从内容上看，钟鼎文的诗歌题材广泛，展现出

对自然、人生、命运、历史和乡愁的感悟。以细腻开
阔的笔触描绘大自然的魅力和神奇，让读者感受到
其笔尖刻画下的峻峭与瑰丽。

触景生情，触景生诗。钟老眼中的高塔、河流、
船只、港口、桥梁以及山川景物，都在他的笔尖下或
矗立，或流淌。同时，他对人生的思考或叩问也贯穿
在诗行里，表达了对山河的热爱，对生命的珍视和
定义。
从艺术风格上看，钟老的诗歌特点主要体现在

其温柔细腻的情感表达和对自然景物的深刻描绘
上。他的诗歌如春风般轻柔细腻，展现了诗人柔软
细腻的心灵。他的诗歌语言优美，善用生动的意象，
再将意象拓展令人痴迷的画境，让读者身临其境，
感受诗情画意的陶冶。

当然，钟老的诗歌风格也是多元的，常常书写
天空、大海，自由、奔放的诗意，呈现出作者辽阔、豁

达的心境。
诗意中漂泊，漂泊中写诗。作为台湾现代“诗坛

三老”之一的钟老，跟很多台湾诗人一样，写故乡、
恋故乡是诗歌的一大主题。比如这首《淠河归
帆》———

水向东流，船向西行，
渐行渐觉岸上人语，接近乡音。
想当年，顺流而下，
带去了一腔壮怀，
随着淠河的流水，奔向湖海；
万劫人归来———
赢得一叶扁舟，
带来半帆夕照；
无言地，跌坐在船头，
看夕照外，

天柱山峰，依旧青青，
不减往日情意，
殷殷地迎接古人。
淠河是六安的母亲河，一根悲悯的脐带滋养了

乡亲和游子，又连接了多少大海和湖泊。漂泊与归
乡，别离与回家，中间只隔着一叶扁舟、一条河流。
亲不亲故乡人，亲不亲故乡水，在听到乡音时，怎不
泪流满面？作者用质朴简洁的诗句刻画出游子归家
的情景，用扁舟、船帆、乡音的意象来抒发作者思乡
的波涛、情感的漩涡。“万劫人”和“半帆”的字眼，隐
喻了自己的人生境遇中某些未曾舒展或圆满的事
物，读来，令人遐想和动容。
总之，钟鼎文先生的诗歌是中国现代诗歌宝库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广大读者带来丰富阅读体验
和深刻的思想启迪。

《钟鼎文诗文集》浅议
程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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