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我第一次采访知名诗人
群体。从开始的忐忑到熟悉之后
的放松，诗人们的平易之风和追
求真我的品格，令人难忘。

恳谈会结尾，谈到做一个
什么样的诗人，市作协主席苗
笑阳的一个比喻十分准确生
动。他说：“一个诗人、一名文
学工作者，应该做一株会思考
的芦苇。”

那在水一方的芦苇，既有
像竹一样的高洁品质，又有柳
条一样的柔韧，还有草一样的
顽强生命力，更有像粮食一样
极强的实用性。诗人，如果没
有高洁品质就不会保持独立人
格和清醒头脑，没有柔韧的内

心就不会察微而知著，没有顽
强的生命力可能会被一时的困
境所击倒，作品不能贴近现实
就不会有益社会从而传之久远。

但愿未来的岁月里，沧州
能有更多这样思考的芦苇拔
节 而 出 ， 自 觉 抵 制 拜 金 主
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
义 ， 要 敢 写 敢 歌 、 理 直 气
壮、正大光明，对丑恶事要
敢怒敢批、大义凛然、威武
不屈。用优秀的作品为历史
存正气、为社会弘美德、为
自身留清名，为沧州加快建设
沿海经济
强市而继
续鼓与呼。

做一株会思考的芦苇
魏焕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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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清晨，经过

一夜暴雨的洗礼，狮城略

带秋意，让诗友相会的心

情更为舒爽。

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办

的 《诗选刊》 杂志 2023
年第 7期，推出了一年一

度的河北诗人专号，我市

何香久、杜吏仓、王萌等

诗人入选。这一天，他们

从各地赶来，参加 2023
《诗选刊》河北诗人专号

沧州籍诗人恳谈会。

沧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苗笑阳到会祝贺，并与诗

人们进行了座谈。诗人们

讲述创作过程、交流写作

体会并就地域文化为主题

的诗歌创作建言献策。会

场内外，诗思、秋雨、理

想、浪漫、吟诵、欢笑，

交织成诗的热烈旋律。

让我们走近这些诗

人，解读他们的入选作

品，感受他们的平静与激

荡，分享他们眼里的世界

与人生。

用诗的思维抒写生命用诗的思维抒写生命用诗的思维抒写生命
———沧州诗人群体入选—沧州诗人群体入选《《诗选刊诗选刊》》河北诗人专号恳谈会速写河北诗人专号恳谈会速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魏焕光魏焕光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细雨润无声，秋来意正浓。8月12
日，坐落在明代沧州州衙遗址的新华美
术馆，在霏霏细雨中迎来了“贾乾初衙
署主题书法作品展”，展出的52件书法
作品，让我们感受到秋的深思与诗意。
上午八时半，开幕式现场大咖云集，嘉
宾们济济一堂，来自天津、山东、江苏
等地的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以及我市文
化艺术界人士共谈书艺，感受贾乾初博
士衙署主题书法艺术带来的创作魅力。

近两年，贾乾初从山东大学政治学
与行政学教职转任艺术学院的书法教
职，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书法美
学。这次展览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创
作，是在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
行政管理思想研究的过程中，读到大量
衙署官员的文集、奏折、批牍等史料，
与古人对话之余，想到衙署主题正好与
沧州州衙遗址补山楼相得益彰，于是由
沧州市文联、新华区政府、沧州市书
协、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山东大学书法
研究院主办，沧州市儒学文化传播学
会、百替运输有限公司协办，沧州新华
美术馆承办了此次展览。心思微，魄力
大，贾乾初在衙署文化与书法方面做的
研究和实践，在全国来说是个首例。展
出的书法作品面目多样、别开生面，对
联、中堂、斗方、手札、扇面，浑厚沉
雄的魏碑，潇洒清逸的行书，行云流水
的草书，工稳宁静的楷书，多角度展示
了贾乾初书法创作的深厚功力，清晰地
表达了他书法艺术的文化立场，也体现
出殷殷的故乡情。

贾乾初的书法根植传统，守正创
新，有他自己独特的思考。他上世纪
70年代生于沧县，内在温厚敦稳，外
在直率豪放。他不仅书法精妙，诗
词、古琴、绘画同样有很高的造诣，
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学者型书
法家。青年时代负笈津门，由沧州皮
鞋厂的制鞋工一步步走进 985大学当
了教授，他的博士学位是法学，博士
后研究的是政治学，后来又走上了思
想史的学习与研究之路，如今又回到
钟情的书法专业。他迷恋书法近 40
年，学书法理论、文学、美学、哲
学，形成他今日对于书法的研究、思
考与践行。贾乾初的书法受津门高昭
业、赵伯光二位先生影响最深，庄重
浑厚的《勤礼碑》、笔势雄健的《张猛
龙碑》、端雅中和的《圣教序》，这些
都是他临写 3 年以上的碑帖，以及
《十三行》《灵飞经》，文征明、王宠的
小楷，祝枝山、傅山、徐青藤的大
草，宋克的章草，王稚登的行草……
他的书法由魏晋入，融合了唐宋书
风，碑帖结合，晋唐法度之外，疏秀
萧远，有着颇为明确的观念主导，却
又分明显现出骨子里透露出的明人洒
脱筋脉，更多超然世外的清雅和人性
的凸显，而绝非浅层次的笔墨尝试。

贾乾初的书法有着抱朴守一、中和
雅正之气。贾乾初的博士后导师葛荃教
授一语道破贾乾初的书法理想：“如果
说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那么它
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字成为书法，
因为其中蕴含着人文精神、道义理念和
审美情趣。没有这些内容，那叫写字不
叫书法。”而贾乾初深厚扎实的旧学功
底，成就了他书写的意义，艺术之美深
入肌理，于挥洒中见情性。传统书学最
为重视“品”和“气”，贾乾初的自然
书写，其“雅”的气质根植于学问的滋
养，而书法中不自然流露出的传统文化
气息，也使他由对书法的痴爱过渡到对
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入的研究上，涵泳出
一种谦谦君子士气。守住自己的品，对
于书法与做人皆如此，那些承载了他无

数个日夜的字里行间，求其雅格是一方
面，渺渺然无极更是追逐的另一种新境
界，耽于其间，历久弥深，钟爱不已。

贾乾初书写着古代廉政之风，中国
古代的廉政思想对于今天的党风廉政建
设具有启示意义，有着独特的时代风
貌。这是一个将政治文化与书法艺术紧
密结合的展览，以衙署为主题，一方面
展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强势覆盖性
与弥散性，另一方面又展示了书法艺术
在传统政治文化构建和传播方面的独特
功能。以衙署为主题的书写内容包括衙
署的匾额、对联，以及衙署官员的批
牍、日记、诗文等，从一个侧面显现出
政治价值、政治态度、行政原则、政治
情感等传统政治文化内容。贾乾初挖掘
出衙署主题背后那些文化的因素，魏碑
所书“清慎勤”“公生明 廉生威”，顿
生浩然之气，彰显古代官德。“当官期
于物有济，凡事求其心所安”“勤以治
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物”

“至此地当知国法，入我门莫昧良心”
“春雨无私，进门先拜清风二字；青筠
有节，出衙再留正气一身”……这些衙
署对联，能让观者感受到贾乾初书法的
笔画坚浑、体势奇稳、章法变贯。他写
出了“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
声”的悲悯，写出了“司牧爱民”的宽
博，写出了“准情酌理”的神会，写出
了“奉职循理”的法度。其中有很多积
极向上的传统廉政思想，有《居官必
览》的劝诫，有《学治臆说》的洞察，
有对普世大众的教谕，湖广督署、南阳
府衙、河南内乡县衙匾额和对联等内
容，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处世之
道，深刻而内省，今日仍值得推广和传
扬。这次展览通过对署衙文化的展示，
也从另一个侧面宣扬了明代沧州州衙遗
址修葺一新的新华美术馆，展现了我市
深厚的文化传承。

经夏复历秋，近乡情更怯。贾乾
初离开沧州就职山东大学十七载，山
东威海和河北沧州之间，维系着贾乾
初的亲情和友情，他为两地的文化交
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已过知天命之
年，贾乾初说自己的书法艺术生命在
70岁后人书俱老时才是最理想的书写
状态。此心安处是吾乡，经过近 20年
的不懈求索，昔日的沧州英才，归来
依旧少年心。

书正大气象书正大气象
扬君子之风扬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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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蕊 苑立伟 摄影报道

《学治臆说》节录

部分入选诗人相聚一堂部分入选诗人相聚一堂

贾乾初博士介绍书法作品

独特的渤海诗歌创作群体
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

作为2023年中国航海日活动举
办地，沧州，拥有长达 116公里的
漫长海岸线。

这条海岸线不仅是一条地理
之线，更是一条文学与文化之
线。它北以黄骅歧口为起点，冲
波逆折百余公里后，南至海兴大
口河口。这条文学地理之路上，
孕育出独特的渤海诗歌创作群
体。这次入选 《诗选刊》 的黄骅
籍诗人何香久便是其中扛鼎式代
表人物。

68 岁的何香久是一个从海边
走向全国的优秀诗人，代表了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沧州诗歌创作的
高度，更是沧州文学发展史中里
程碑式的人物。他创作的很多诗
歌，都是以大海为本色、以渔民
生活为内核、以复返自然为精神
的。大海的灵魂、河流的奔放、
海边人对命运的审视成为他的主
要创作主题。

何香久既是文人，又是官员，
但终究还是文人。近几年，在手书
困难的情况下，他坚持总纂新修订
的《四库全书》。他说，此书内容数
倍于纪晓岚之《四库》，勘误、补录
工作已历 8年，再有六七年可望功
成。

虽然何香久已很少公开参加活
动，但恳谈会的邀请他欣然接受。
记者眼前的这位老学人，思路清
晰，对于诗歌，有着独特理解。他
打趣说：“我认为：诗人是天上飞
的，小说家是地上跑的，编剧是水
里游的，做学术的是挖井的。各种
文体不同，却是可以打通的，最能
打通的东西就是诗歌，诗歌能打通
一切。”对于他晚年诗歌创作的状
态，何香久做了这样的概括：上世
纪70年代到90年代，写诗是为了发
表，而现在写诗没有目的性了，短
短诗行，更多的是写给自己看、念
给自己听，储藏起一段时光记忆。

说何香久，离不开杜吏仓。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

带来的思潮，新文学浪潮席卷全
国，沧州文学的天空星光灿烂，涌
现出“朝花文学社”“渔火文学社”
等多个文学社团。杜吏仓便是“渔
火文学社”的创始人之一，而他走
上新诗创作之路的引路人，正是
1982 年夏末在渔船上相识的何香
久。两人同为海边成长起来的诗

人，同为1987年沧州地区文学兴盛
时期第一本诗集《夏天的八音鼓》
的合著者，同为渤海诗人的杰出代
表，结下了跨越40年的友谊。

作为恳谈会的召集人，刚刚结
束海边采风的杜吏仓，戴着一副黑
边眼镜，十分符合老一辈知识分子
的外貌特征。但是，一谈起诗歌，
67岁的他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滔滔不
绝的孩子。有人说，杜吏仓的诗是
从浪花里摔打出来的，乘风破浪的
船头、猎猎作响的风帆、怒海撞击
的渔船、渔民黝黑的皮肤，都是他
诗意的源头，他在用生命的感悟写
诗。在入选诗歌《活成一条捆天的
绳》中，他写道：

一条船离开故乡时，大海给我
搂头的风/戴帽的浪，撤走的水/渤
海浑黄，东海滔天，南海藏蓝

对大自然的感悟、对海洋母亲
的敬畏，终成为他诗歌中最能打动
人心的力量。

谈到诗歌创作，杜吏仓表现出
了一个资深诗人的艺术反思。他说
刚开始写诗，自己就像一个圆规一
样，有一条腿始终想越迈越大，总
想写大事，结果越写越迷茫，反倒
把自己写小了。后来，他开始更加
注重个人，把小事写小，反而感觉
把自己越写越大。

“自己写自己，才是真正的开
始，是一个诗人开始成熟的标志。”
杜吏仓说。

如今，以何香久、杜吏仓等为
代表的“渤海诗人”正在老去，但
以王萌等诗人为代表的追随者迅速
成长。恳谈会当天，王萌带来了老
家中捷农场嫁接的库尔勒梨以及他
的诗歌集《风起渤海湾》。51岁的
他对前辈诗人的敬重和深情，一如
他笔下的诗境，真挚而厚重。他在
入选短诗《我们还一直空对明月》
中写道：

我不能不对黑暗中的灯光产生
敬畏。因而/我相信直至终老，海
上，会有月亮一样的世界/月牙一样
的钥匙

他的诗是明朗的、深厚的、温
情的，他的诗思和他的前辈们一样
丰富多彩而瑰奇多变。

王萌说，除渤海地域文化外，
此次入选诗人的诗歌作品，从内容
和风格上看，还呈现出运河文化、
白洋淀文化、九河文化等地域文化
特征。这些诗作将对沧州诗歌流派
的形成、文化现象的汇聚以及城市
名片的打造起到推动作用。

洞穿生活表层
探寻生命真相

悲愤出诗人。这是因为，诗人
要无限接近世界的本原。这个探索
的过程是痛苦的，甚至是不愿接受
的。

自孔子在总结《诗经》的基础
上，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
可以群，可以怨”的四大功能以
来，“诗可以怨”逐步形成古诗关注
人类生存命运、不平则鸣的传统。
沧州当代诗歌在继承这一传统方面
有了新突破。这次入选的诗人王汉
中、赵长在等就是典型代表。

64岁的沧县籍诗人王汉中半生
浮沉，从县文化馆到运输公司再到
在家照顾生病的老伴儿，生活的风
霜雨雪一一飘进他的诗行。当下，
一些诗歌流于空泛的抒情，缺少一

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而王汉中的诗
则因关注现实、关注生存而带有力
量。在入选诗歌《我把故乡种成盆
景》里他写道：

一直思念故乡，思念/家门口那
棵老枣树/它的虬枝多像父亲的手
指/淡黄的花儿像母亲的病容/我那
被枣针刺疼了的童年/我那红彤彤的
爱情

与一些晦涩难懂的诗歌语言不
同，他能用平实的语言表达深邃的
理念和温情。毫不掩饰真情、意象
新、感情真、思想深是他毕生的艺
术追求。

52岁的任丘籍诗人赵长在更像
是一位“画家”，从气质到诗作都
像。读其诗犹如观画，如他在入选
诗歌《慢时光》中写道：

春日的午后，与旧鸟巢/对视。
许多的假设，像零星的羽毛/铺在落
满尘埃的枯草上

质朴、脱俗的表达，让他的诗
就像大写意画，从似真非真的线条
轮廓中，让人感受禅意。操着一口
浓郁方言，他对自己的创作观做了
一个最简单的概括：敬畏文字、敬
畏诗歌、做一个好人。

与他们一样，以青县籍女诗人
陈丽、沧县籍诗人阿步为代表的诗
人，则将运河人、热土梦、狮城情
化作笔墨浓情和精神图腾，显示出
批判和歌颂现实的独特思考。

思接千载
时代之问

竹条一根根的，看上去很粗糙/
其实就是存储的程序/……现在计算
机再发达/也破译不出西汉织品上的
图案是如何织出来的

这是东光籍诗人高海涛入选诗
歌《原始织机》中的句子。沧州日
报文学编辑的社会角色，让这种时
代之思、历史之问在他的诗中随处
可见。读他的诗犹如误进了时光隧
道，能对着天空与古人进行灵魂对
话。

与高海涛一样，河间籍诗人沈
阳也是具有鲜明时代风格的诗人。
54岁的他一直在北京经商，一身商
业休闲装，让他多了几分灵气。他
的诗思就像骏马纵横驰骋，马蹄过

处，留下光怪陆离的诗痕。如他的
《夜听燕山》：

挑灯码字，一匹马先是踏醒一
面美丽的墙/继而夜听一个人的河
山。直到透明的夜色/裹紧唇语，风
声，天地，裹紧生死

诗句开掘自己的内心和眼前的
现实，写得很痛。豪迈的情愫、巨
大的意象，引人无限遐思。

这种时代特质反映在东光籍诗
人张福猛的诗中，则显得更加雄浑
沉郁。46岁的张福猛是一名港口建
设技术工人。从工程现场赶来的
他，英俊的面庞略带腼腆。他的诗
长于宏大叙事和大场景描写，语言
表现出高度的凝练性和抒情化。如
他在入选诗歌《我和李白的一次相
逢》中写道：

李白墓，青山西麓/草木葱茏淹
没了深谷/一轮明月，照进我的怀中

当诗思触摸历史，情与景深度
交融，一切景语都变成情语，而诗
人借笔下江山来安顿内心。

翻开《诗选刊》，会发现此次入
选的很多诗篇，都展现出当代沧州
诗人对历史和当代的审视与反思，
而多彩的精神世界，赋予了诗歌不
同的底色和内蕴。

沧州注定是
诗歌创作的热土

在认真听了大家的热烈发言
后，苗笑阳颇有感触地说，由于与
《诗经》结缘，沧州注定是一方诗的
热土、一方诗人的热土、一方诗意
的热土、一方文学的热土。

目前，沧州诗歌创作显现蓬勃
发达之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一批老诗人的带领下，一群热衷
于、醉心于甚至是把诗歌当作灵魂
依托的文学爱好者和诗人不断涌
现，阶梯式、多维度、互相赞美又
互相善意批评的创作氛围更加浓厚。

这次入选《诗选刊》河北诗人
专号，就像投向诗潭的一块石子，
必将对整个沧州文学的发展起到促
进作用。沧州市作家协会将为诗歌
作者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提供一
片汪洋之水，让他们为文化沧州建
设贡献力量，用诗情、诗话、诗篇
描绘出更加美好的诗意沧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