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总第206期文化周末 2023 年 6 月 9 日 责任编辑 梁真鹏 邮箱 akrbwhzm@163.com

散文是美的文体，美在运笔的自
然、心灵的自由、情感的洒脱，美在哲
学的发现和文学的表现。 刘云的散文
集《风吹过秦岭》正是如此，由山村野
景到农事风俗，文字朴实，清新，诗意
与智慧并重，读来让人心生美好，内心
通透而熨帖。

刘云自幼生长并生活于秦岭中。
秦岭雄浑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无穷无尽
的包容力无时不默默地熏陶着作者，
他一旦将这一优势转化为散文的艺术
成品，便打上了属于他的不可替代的
印记———在近百万的文字中观照人生
智慧和自我觉察，充溢着对秦岭历史、
人事、风习及情趣的眷恋和热爱，诉说
着一位秦岭之子独特的生命追求、人
格品位和审美理想。

一

一个人的生长环境，基本决定了
其性格风度、价值取向。 对于作家而
言，当他进行创作时，这些则潜移默化
地投射到文本的写作中，他的自我意
识必然会落脚于特定区域的文化根基
上。 法国史学家兼艺术批评家丹纳在
《艺术哲学》中写道：“艺术作品的产生
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 ”即
是强调了艺术品产生时的影响因素和
“精神生长环境”。 这里的环境，即风
俗习惯和时代精神，主要指的便是作
家童年、少年的生长地的自然风物、风
俗民情、文化特色、历史底蕴，这些独
特的自然和人文因素日复一日滋养着
作家的情感世界，熏陶着、感染着，内
化为作家最基本的乡土文化心理素
质，表现为悠远绵长的乡情、乡思、乡
恋，最终形成一种乡土情结、故乡意识
和家园精神。

对于散文创作而言，这点表现得
尤为突出，因为散文本身就是和个体
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密切关联的一
种文体，是作家主体基于自我生命体
验而对自我生命形态以及与自我相关
的群体生命形态的呈现、抒写、咏叹与
追问。 因此，受特定区域文化的熏陶
浸染，当作家从事散文创作时，主体意
识会自然而然秉承自我的价值认同，把特定区域独特
的自然景观、地理地貌、民情民俗、历史文化、传统认
知和价值观念等因子融汇其中并审美地表现出来。

刘云的散文，字里行间沉浸着作者对山乡深深的
眷恋和热爱之情，是大地之子深情的吟唱。 他总是把
笔触放在最熟悉最亲近的乡间风光， 写农人农事，乡
风乡情。 对故乡风俗人情的熟悉与眷恋，对父老乡亲
的爱戴与感激，对山水草木的观察与体验，对山乡今
昔变化的追述和思虑，都凝聚着对家乡浓浓的乡土情
结，所有这些便构成了其散文创作的主要内容。

秦岭以她独特的魅力养育着生活于此的人们，生
活于此，是一种幸运的恩赐。 多年来，在忙于政务之
余，作者一直不间断地思考，以敏锐的触角探知秦岭、
解读人生，并付诸激情的文字表述自己的情怀。 对于
作家，故乡不只是记忆，更是一种艺术上必不可少的
想象，一种能够提供创造力的不竭源泉。 刘云自觉、自
然地将所挚爱的秦岭当成自己创作的精神基地，丝毫
不故弄玄虚，矫饰卖弄，而是紧扣秦岭风情，传达着心
灵深深的喜欢。 目之所及，秦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
木，作者都是信手拈来，一幅幅秦岭风俗画宛若瞬间
而作，都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第一辑 《秦岭行走 》中 ，作者对家乡炽烈的喜
欢，跃然纸上，《一块石头》《亲爱的水》《菜花强悍》《秦
岭秋》都给读者带来心灵的愉悦与心境的澄明。 《秦岭
三章》《雨音乐》《水有根》，单看题目，就让人有种回归
自然的轻灵之感。 “而我听到的，是水珠儿快速地进入
了树根，那里完全是另一重天地，网状的根系，由于冬
天的长久的沉默之后，春天来得那么有力，它们在泥
巴中拱动， 无数的丰沛的萌动的生命最简单的信息，
相互叩问或拥挤着，这让泥巴本身有了生命的温度。 ”
在作者眼里，乡土文化鲜活而富有生机与活力。 我们
发现，文章自始至终都散发暖暖的、亲切的吸引力，初
看题目，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随着阅读的深
入，还交融着作者对秦岭的痴情，还有那种远离了喧
嚣和浮躁，洗净铅华的真实和朴素，以及由此生发的
沉潜与细腻。 第三辑中的《大地》《乡村音乐》《茶本分》
《雨落汉江》，这些描摹秦岭的文字中奔涌着作者真挚
而深婉的情感溪流，浸润着博大的情怀、生命的力量、
清新纯净的心灵和独一无二的骄傲感和对这片土地
最深沉的爱。 在第四辑《杂食者》《基本口味》中，作者
咀嚼山乡人事的沧桑历史，追寻着昔日山乡大地健康
的性情和无数令人感动的美好瞬间，颂扬着大自然和
人性人情的至真、至善、至美。

二

作者在当下真实可触摸的生活中建构起心灵与
秦岭的对话、精神与万物的融合，一些生动的生活日
常和典型细节看似随手拈来，实则凝聚着作者沉甸甸
的现实思考， 深化着文章的深度并拓展着作品的广
度。

《风吹过秦岭》，读来让人尤感亲切，不仅在于所
写之景， 更缘于描摹之景中所内蕴着的对世事更替、
沧海桑田的理性认识。 作者不是以他者的眼光、彼在
的立场、“游”的过程来表现秦岭风情，而是以自我的
眼光、此在的立场与“居”的体验来表现，秦岭已经完
全融入作家的情感世界中。 如果说对秦岭历史文化的
书写侧重于温暖回忆的话，那么有关乡村生活的体验
则更多地传达了作者理性的思考和强烈的忧患意识。
第二辑的《春天是立住身子的》，热爱人生、热爱生活
的体悟，清明的理性，人生的智慧，都化为与时俱进的
时代思考。 潺潺而流的语言、娓娓而谈的闲话方式描
述着家乡大地上的历史变革、人文景观、乡土风物以
及作者乡村生活的审美体验。 我们从中不仅感受了秦
岭风物的生命魅力，还能共情到作者对家乡的时刻关
注以及对生存意义的追问。 只有精神真正扎根乡土的
人，才会养成博大的胸怀，才会密切关注家乡的未来
并指出向上的希望。 在表现乡土世界蓬勃生命活力的
同时，作者还对当代农民的生存困境进行着密切的观
照。

第一辑的《植物性》《田埂的尽头》，对农村发展模
式及理念的思索是沉重的，“望着山谷间的坝子里那
些庄稼，它们依然青葱着，好像它们年年就是这样青
葱着一样，乡村依然是美丽着，但耕种这美丽的，只是

最后留守着的老人和女人们”。 尤其第二
辑中，无论是《秦岭问农记》《草莓风景》中
对农事的关注，还是《玉米的基本面》《美
丽乡愁》中的努力和自勉，《水边纪事》《田
埂的尽头》中揪心的疼痛，都是在整个社
会大背景下， 面对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
者用写实的方式感受着家乡人的辛酸苦
辣，抒写着自己的无奈、忧虑。 “生锈的犁
耙正在被季节擦亮。 耕种的图景注定抹不
去。 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帮助返乡并最终
扎下根的农民兄弟们， 把自己那份地种
好， 家家户户稳住了， 一个村子就稳住
了。 ”当然，还有决意改变现状的决心和信
心， 这不仅是家园情怀真挚的价值取向，
也是一份基层执政者的自觉和自律，更彰
显着一位作家深沉的悲悯情怀和职业担
当。 第三辑的《清水》《有病》《城市与秩序》
《城市与河水》，则将目光聚焦在了现代城
市的发展建设。 “我也常思味我寓居的这
个城市，这个理应像汉江的水那般清纯的
城市，她的文化基因到底是什么，但城市
的垃圾，车流中腾起的灰尘，她的人的尖
刻，无理也要争三分的世相，越来越找不
到自己出处和朝向的城市建筑，叫我沉郁
无语，面对古老的汉江，映出的这个临江
富水的城市的影子，久久的，在水中模糊
不清。 ”对于作者日甚一日的疑惑、不满和
忧心，我们也在思考着，在城市化程度越
来越高的今天，面对竭泽而渔的“近视”发
展现状，农村未来的发展道路怎么样才能
越走越宽，并实现长期的绿色发展？

三

在《风吹过秦岭》这部散文集中，洋溢
着一种清新的乡土感和质朴的包容感。 生
于此、长于此并工作于此，作者的散文语
言与他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正相和谐。 作者
的语言是一种“秦岭式”的抒怀方式，在看
似随意中峰峦迭起， 质朴的文字饱含韵
味，在娓娓道来中沉淀着情感的追索和超
越， 在不刻意的谋篇中又善于统摄把握，
无论是喜是忧，是回忆还是展望，都极为
熨帖自然，跳动着秦岭之子火热的心。 “我
大伯娘只要有时间， 比如从地里回来，或
下雨天了，一家人坐在火塘边，她总会把
我抱在怀里，直到瞌睡虫爬满我的脑门。 ”

如此自然本色的文字效果， 来源于作者呕心沥血的锤
炼，更得力于作者孜孜不倦的文体追求。

文体自由是散文的优长之处，除过取材的生活化，
还有情感的真挚热切， 细节的可粗可细， 当然行文上
“浓妆淡抹总相宜”也是应有之义。 比如《秦岭过夏》中
对四季的描写，带给读者的不只是文学的语言魅力，还
有洗净铅华的返璞归真， 文章整个思想和心性都与生
气郁郁的大自然原生情态相对接。 正如文字：“生活也
是不加修辞的，时鲜，捧着碗就可以喝，老林子深刻地
生长着， 与庄稼一起布置着夏天的野野的风景， 走进
去，有大蒜辣子加新鲜花椒的气味，这气味一定熏制得
人心简单。 ”在作者深情质朴的散文语言中，我们感受
到一种亲切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智慧， 还有着诗意的审
美旨趣。

刘云是一位独具风格、颇有创造力的诗人，他的文
学语言富含诗质的韵致。在散文创作中，作者将质朴的
诗情注入其中，没有丝毫的做作和忸怩，至真至纯，淡
雅而隽永。 用如此唯精唯美的情感和语言表现秦岭山
乡生活，可谓水乳相融，相得益彰。

很喜欢他的 《泪飞飞》《秦岭三章》《美丽乡愁》《粮
食亲戚》《秦岭秋》《幸福心情》中细腻的文字，这些作品
有着诗的气质，主情世界与审美韵致的结合，涌动着浓
浓的诗意和充沛的激情。青年时他徜徉在诗的国度，用
韵律和节奏唱着豪情和志向。 后来，他沉淀了人生，以
诗人的心态和笔调从事散文创作， 为散文注入深切精
微的内在张力。“到了南秦岭，一如南秦岭本身，一手揽
了黄河，一手揽了长江，左耳是秦地的锣鼓声，右耳是
南地的丝弦声，这样的诗人般的想象，常常会从一个普
通的游者的胸中迸发，毫不叫人感到夸张和虚假。 ”诗
质渗融于散文，自然多了浓浓的情韵。

刘云散文极长于细节的描摹， 他的抒情与评论文
字很少单独纯粹地表达，往往与叙事融合得浑然一体，
于不经意间便传达出自己的情感主旨。 文集中一大段
有关“雨落汉江”的描绘，生动、有味儿，使人如闻其声，
如见其形，如临其境般地感受着水的清澈，润泽着自我
的心灵。 “比如香溪山上的浓密的松林，是鼓成一排排
绿色的大帆的， 松林上空中的雨比城里更加地密集而
有力。县河从枣园以及张滩数万亩的滩地中间穿过，水
量大增，但并不浑浊，热闹地泛起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水
花。 滩地里各类庄稼、菜蔬在雨中拔节，身心分明渐渐
饱胀着生长的冲动。江北的高台地上，比如建民、张岭、
关庙一带，黄沙地上，雨穿过建筑和树林，透彻地渗进
地层，渐渐饱满，鼓出细细的金黄色的细流，从台地上
一条条的细小的沟渠里流向更大的沟河里， 汇入了不
远处的汉江。 它们带着金黄的颜色来，在融入汉江后，
却没有任何踪影。深透的汉江包容着无数细流，滤去污
浊，暴烈的气派使自己保持着清澈无比。”读这段文字，
在场感、立体感、生命感纷至沓来，顿觉阅读是种至美
的幸福。

第三辑中的《温暖怀抱》《惶恐三章》，在时光流逝
的变化描写中， 寄托着作者人生的感悟和回归生命本
真的热望。第四辑中的《粮食祖宗》《洋芋娘娘》《林中纪
事》等同样有关山乡农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情态变化，
《一棵桃树》《信访名家》中对历史的沉思和拷问，都沉
淀作者深度的人生领悟。因了大爱的气度，质朴的文字
顿生灵性，简练而诚挚的语言流中，寄托着作者对历史
的追寻以及对生命的思考， 这是一种包容性的作家情
怀和写作魄力。

四

刘云的散文展现着自我独特的话语方式和精神系
统， 其浓郁的地域风情是在秦岭这块文化沃土的濡染
和滋养下， 于作者自我的成长经历中日渐形成的。 读
《风吹过秦岭》，是一种美的陶冶，既可浸淫于诗质内韵
文字的艺术享受，又得以饱览秦岭特有的人文风情，还
能够深深感染于作者那深沉的赤子情怀。不仅如此，作
者深重的沉思为作品打上了时代的标记， 这并非只是
对山乡故土纯粹的眷恋与热爱， 更是对整个中国农村
发展、乡村振兴事业的持久关注，因此，流连于文字之
间，这些精深的思想和清纯的美感经验，共同地激发起
了我们阅读的共鸣和探讨。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老来无事，读诗为乐，突然发现，诗词
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渊源如此
之深，而最直观的首先是诗酒文化。

首先是，诗酒伴行的历史悠久。
诗酒是一对孪生兄弟，从一出生就相

伴而行。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收
录的是西周至春秋 500 多年的民歌和朝庙
乐章，而中国的酿酒业，则出现在更早的夏
朝，传说中的杜康造酒，就是夏朝之事，而
杜康，本身就是夏朝的一代国君。 《诗经》
305 首诗歌中，风、雅、颂三部分，包含了当
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满了人间的烟
火气，这其中，关于酒的就多达 74 首。可见
诗酒关系之密切。 魏晋时代，酿酒技术发
展得非常之快，饮酒赋诗，成为上层人士的
时尚。 可见酒对诗人的生活是多么重要 ，
借饮酒赋诗 ，陶渊明让诗酒文化结缘 ，
使其成为中国诗酒文化的开创者 。 到
了大唐盛世 ， 更是把中国的诗酒文化
推向了巅峰，饮酒必赋诗，赋诗必备酒是文
人的共识。 当时的雅集，核心就是诗酒之
集 ，所以 ，大唐是诗的时代 ，也 是 酒 的
时代 ，大唐最著名的三位诗人 ，李白有
酒诗 206 首 （也说 300 余首 ），杜甫 232
首，白居易 595 首（也说 900 余首）。在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诗恋着酒，酒酿着诗，酒激
发了诗人神采飞扬、大气磅礴的灵感与气
势，构成了诗酒文化的“精魂”。 诗，让酒由
物质变为精神，增添了酒“雅”的文化气息
和浪漫情韵，这才让诗与酒生生不息，长盛
不衰、永不分离。

其次是，诗词大家通常喜酒。
因为酒能使诗人激情四射，产生出无

限的想象力。我们在读诗中随时能感觉到，
古往今来，中国的诗词大家多喜饮酒，甚至
以酒为命。 最出名的当数李白，史称诗仙，
也叫酒仙。 他的许多著名诗篇都出自酒中
或者酒后，如《将进酒》《月下独酌》《行路
难》等。 杜甫称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又
说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当代
著名诗人、学者余光中评价李白：“酒入豪
肠，七分酿成了月光，还有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 苏轼，唐宋八
大家之一，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词人，其
在《浊醪有妙理赋》中写道，“伊人之生，以
酒为命，常饮既醉之适，方识此心正也 ”。
他认为，自己常常是在酒兴正浓之时，才悟
出道理。 陶渊明，中国隐逸诗人之宗，中国
田园诗人的鼻祖，他的一生是诗的一生、也
是酒的一生。 他在《挽歌诗》中写道：“但恨
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留存的 125 首诗歌
中，60 多首是以饮酒为题材的。 李清照，千
古第一女才子，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女词
人，也是“酒赌必沾”，尽洒诗酒人生。 她的
许多名篇名句，同样是酒气十足，最出彩的

两首《如梦令》中：“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
知归路”“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和
晚年的《声声慢》中“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
晚来风急”等，都是在她酒后或独酌时所
作。 同样，魏晋时代的“建安七子”和“竹林
七贤”，也都是嗜酒如命、醉里成诗的代表。
可见，诗人喜酒，酒助诗兴，古今盛行。

再次是，好的诗篇多出自酒后。
翻阅中国古诗词，甚至赋、骈、序、铭，

一些最著名的篇目，大多是酒中之品。 诗
仙李白，平常与酒为伍，饮酒赋诗。 一次大
醉之后，突然被召进皇宫御命作诗。 当着
唐玄宗、杨贵妃和众大臣的面，依然吟诵出
千古名篇：三首《清平调》，其中“云想衣裳
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
见，会向遥台月下逢”，把杨贵妃赞美到什
么程度，连天上的云彩都想成为她的衣裳，
盛开的牡丹花都想成为她的容颜，这种神
来之笔，也只有在醉中才能想象出。 书圣
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在什
么情况下写的呢？ 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
353 年的三月三日，是上巳节。 这一日，王
羲之约了孙绰、谢安、释支遁等名流并王氏
子侄共 42 人雅集，踏青饮酒、流觞曲水、一
觞一咏、畅叙友情。 与会之人共形成 37 篇
佳作，并公推王羲之作序，大醉兴起之际，
王羲之提笔一气呵成， 不光成就千古名
篇 ，书法也成为千古第一行书 。 据说王
羲之在次日酒醒后 ， 自己都不相信能
写出这么好的文章和书法 。 无独有偶 ，
苏轼的 《水调歌头·明月几 时 有 》是 怎
样产生的 ？ 苏轼自语 ：“丙辰中秋，欢宴达
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兰亭集序》
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这样出身的，
许多名作也是这样，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王勃的《滕王阁序》、晏殊的《浣溪沙·一曲
新词酒一杯》、白居易的《琵琶行》《问刘十
九》《醉赠刘二十八使君》、李清照的《醉花
阴》《声声慢》、陶渊明的饮酒诗二十首等都
是诗人用酒酿出的名篇。

第四是，诗酒是人的真情实感的全面
体现。

诗酒文化的最大特征，是把诗人的喜
乐哀乐愁表达到极致，而且体现到了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是借诗酒抒怀。 古人特别善于借酒
抒怀。 荆轲的《易水歌》、项羽的《垓下歌》、
刘邦的《大风歌》，都是酒后抒发的壮志豪
情，充分表达了诗人的雄心壮志和理想追
求。 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是何等豪
迈，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是何等气魄，而
“黄河之水天上来”又是何等雄壮；辛弃疾
一生都梦想北伐，收复失土，但总难如愿，
于是借酒明志：“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
连营”“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身前身后

名”； 欧阳修借酒寄情山水，“山水之乐，得
之心而寓之酒也”；陶渊明不满意自己五个
孩子的表现，最后想通了：“天云苟如此，且
进杯中物”。 所以，杜甫总结说，“宽心应是
酒，遣兴莫过诗”。

二是用诗酒迎送。从古到今，中国人有
为亲友远行送别和欢迎亲友远道归来的习
俗，而在迎来送往中，酒是必备的，要以酒
壮行和以酒洗尘， 而在古代， 对于仕官阶
层，仅仅有酒还不够，还得作诗寄情，最出
名的莫过于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
阳关无故人”。 如果要再显隆重喜庆，还需
要丝竹管弦之声。白居易在和友人告别时，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
水上琵琶声， 主人忘归客不发”“移船相近
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到了这个状态，
高兴了，摆酒，再喝上，兴尽悲来，这才有了
千古绝唱《琵琶行》。 李清照在去丈夫任上
时，与姊妹亲友告别喝醉了，走了一天路，
到了驿馆，酒还没醒，“忘了临行，酒盏深和
浅”。文人如此，武将更甚，从皇帝到中下级
军官，出征要以酒壮行，班师要以酒欢庆，
所以才有了“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
外声，沙场秋点兵”“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
征战几人回”。 再到后来，酒就成了一种象
征，到了现代，婚丧嫁娶，迎来送往，甚至播
种庆寿等等，都必有酒。

三是以诗酒寄情。 相思时，“明月几时
有， 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
娟”；忧伤时，“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抽刀
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潦倒新停
浊酒杯”“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
村”。 李贺最惨，其在《开愁歌》中，“旗亭下
马解秋衣， 请贳宜阳一壶酒”“临歧击剑”，
忧伤至极唯有喝酒才能解脱， 但却身无分
文。 虽已是秋凉了，他还是解下秋衣，拿到
酒店换酒喝，衣服当了，酒也喝上了，愁苦
还是如故：“壶中唤天云不开， 白昼更里闲
凄迷”，看不到天曰，内心是何等凄凉。忧伤
时借酒消愁，高兴时依酒助兴，杜甫在听到
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后，高兴得像个孩子：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李白
喝高兴了，仗剑起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
使金樽空对月”， 当天喝高兴了还不够，还
约第二日：“我醉欲眠卿且去， 明朝有意抱
琴来”。 白居易清静了也约酒，他问“刘十
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
雪，能饮一杯无？ ”下班了，与友人温着火，
品着酒，聊着诗，多么幸福呀！总之，以诗酒
抒怀最真切，以诗酒迎送最浓热，以诗酒传
情最深沉，诗和酒，让人的情感攀上顶端。

对诗，我过去不懂，对酒，也喝的不雅。
现今学习古人、学习先贤，但愿未来，读点
儿诗词，让自己增点文气，喝点儿小酒，让
自己有点雅气。 些微感悟，权当自省。

本报讯（记者 梁真鹏）5 月 27 日，“扬
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颁奖仪式和“野马渡
青年诗歌论坛”在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盛
大举行。由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诗刊》
编委会、昆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承办
的这次会议，旨在为年轻的文学创作者们
提供一个展示自我、交流经验和观点的平
台，推动和促进中国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
安康 90 后诗人蔡淼凭借《南疆木器》获得

第八届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这是安康
诗人首次摘得该奖项。

评委会认为蔡淼的诗歌作品《南疆木
器 》以沉毅 、恭谨的视角 ，为人类与木头
之间建立了一种谦逊而可靠的关系 。 客
观冷静的描摹和叙述，如木质纹路 ，缓缓
指向时间 、故土 、生死 ，接纳和容纳了南
疆人民独具特色的生活场景和智慧 。 于
细节中藏幽微，于诚朴中求真切 ，用文字

在木头涅槃的过程中悬置人性的活力 ，
在唤醒木头的另一种使命时 ， 为我们镌
刻下了南疆人民对岁月表达的仪式感和
人类生存的艺术。

“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 ”由江苏省
作家协会和《扬子江诗刊》于 2015 年设立，
旨在寻找和挖掘 35 周岁以下、有潜力的青
年诗人， 推介优秀的原创汉语诗作和诗评
作品，全国共 8 名青年诗人获奖 。

中国的诗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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