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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抚州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散发着神秘的气息。这种气息潮水般
向我涌来。起初，我试图与那种神秘
的气息沟通，融合。可是，我的心像
一朵飘忽的云。

天真有时释放爱美的灵魂，抚河之
水，却能给我们带来灵感，而时尚的风
过于缥缈，让人难以捕捉。发掘生活之
美，我们要善于采撷，善于与美对话，
善于在历史的风景中找到新的风景。

走 在 抚 州 大 街 上 ， 有 着 无 限 感
慨。我的心走不出抚州，是因为这里
有梦，有文化，好梦总是愿意与别人
分享。参观抚州古迹，三元楼、一字
亭、旧民居、残败的城墙，给我们非
常深刻的哀伤之感，还有现代人苍凉
凄 厉 的 追 念 。 它 笑 看 朝 代 的 风 云 聚
散，让我们与历史相识，给我们留下

谜语，也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考。这
一瞬间，我生命的一部分，已经悄悄潜
入抚州的骨血，灵魂突然地飞起，超越
了古城墙，并在飞翔中体味抚州文化的
独特味道。

这 里 的 风 景 朴 拙 而 深 奥 ， 极 有 韵
味，极为独特。抚州人常常不无自豪地
说：我们是抚州人。抚州人爱抚河，抚
河是抚州的母亲河。抚河流淌着，见证
着抚州的红色历史。这里意象通明，透
出一种温柔淡定的平静。我们的手抓不
住岁月，岁月像飘零的云朵溜走，可这
抚河流淌着红色的记忆。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
老一辈革命家，都曾数次在这里领导和
指 挥 武 装 革 命 斗 争 ， 建 立 了 苏 维 埃 政
权。抚州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第五
次 反 围 剿 斗 争 主 战 场 ， 打 响 了 东 坡 战
役、黄坡战役、金溪战役等多场著名战
役。革命老区，往往有着贫穷的困扰。
2021 年 ， 脱 贫 攻 坚 与 乡 村 振 兴 完 美 对
接，抚州革命老区人民同样完成了脱贫
的历程。畏惧源于苦难，信心让我们又
超越了苦难。

我们乘坐缆车登上了资溪县的大觉
山，觉得湿润的山风里，无比凉爽。望
着 山 山 水 水 ， 一 草 一 木 ， 别 有 一 番 韵
味，渐渐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一种
默契，精神上就会从琐碎的生活中得到
升华。所以，我忽然想与大自然对话了。

他深沉地问:你会做什么?
大自然的回声，神秘而悠远。
我问：你不允许我们做什么?
大自然的回声，温声细语，耐人寻

味。
我表情凝重，眼睛微微睁开，在看

与 不 看 之 间 ， 刹 那 间 ， 头 脑 里 灵 光 闪

现，得出一个振奋人心的结论：把自然
看懂了，到处都是财富!

其实，资溪人明白，“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过去，人们一提抚州就随口说，那
儿是穷山恶水。穷山里的资溪人，似乎
因贫困走入绝境，有时候像孩子一般在
大觉山里幻想，会不会有奇迹让他们摆
脱厄运呢?如果说穷，那是相对而言的。
他们得到大自然的暗示，将大自然的美
转换成旅游财富模式。要使卵石臻于完
美 ， 并 非 锤 的 打 击 ， 而 是 水 的 且 歌 且
舞。资溪人明白，抚州人明白，有党和
政府的坚强领导，脱贫攻坚让老百姓走
上了致富小康路。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完美衔接了。
绿色抚州，有花的点缀，神鸟的守护，
必然生机勃勃。产业升级了，绿水青山
留住了。绿色被汗水染成，让蓝天与山
峦融为一体!啊，欢乐比痛苦还深沉。清
澈的抚河水啊，欢腾奔流，静静地流淌
着——

给脱贫攻坚命名，像点燃心中的一
盏明灯，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这样的记忆，让我们的生命有了归属，
有了顾盼，有了呼应；给我们身边普通
的英雄命名，因为共产党人的初心!党员
干 部 的 扶 贫 情 怀 ， 情 到 深 处 ， 志 比 钢
坚。在百姓的冷暖间，彰显了道义和担
当，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抒写情怀与
热望。

在抚州有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
山总让我想到路。如今，抚州以数字经
济崛起在新的潮头。数字抚州的前方好
像有价值连城的宝藏，但是，这宝藏的
获 得 需 要 艰 辛 的 跋 涉 。 在 漫 长 的 岁 月
里，无数孤寂的夜晚品尝愁绪。于是，

便有了人在途中的思考。途中面临生死
考验的时候，继续前行还是后退求生？
这种思考是短暂的，也是长久的，这样
的生死抉择是对人勇气和决断的极大考
验。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考验比它更
严峻，那是人类精神的超越。

开启数字抚州之路，这是何等壮阔
的选择？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
路。我们再延伸一步，路走得久了，走
的人多了，便成为辉煌大道。浩浩荡荡
的大路啊，沸腾，拥挤，不是一个思索
的好地方，思索需要寂静，但是，它能
激发我们内心的波涛翻滚，思索会是长
久的，深刻的，宽广的。恰如刘勰 《文
心雕龙》 里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
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
无怯。”这与刚刚开启的数字抚州之路多
么吻合！巨大的成功之前，都有过怀疑
和 绝 望 ， 我 想 ， 那 之 后 一 定 是 有 的 放
矢，焕发出惊人的爆发力。

我 们 共 同 的 希 望 ， 在 不 远 处 闪 着
光。是啊，新的数字抚州创业之路开启
了，那是人类不屈的生命通道。

在每个城市不同的故事里，美总是
以一种重逢的方式回归，抚州历史的美
与当今的大美，哪一个更接近真实？我
听见身边朋友的感慨:历代文昌耀抚州，
数 字 抚 州 在 崛 起 ！ 我 听 了 很 振 奋 ， 是
啊，我们渴望永恒，可是没有什么是永
恒不变的。抚州的瞬息万变，证明了一
个 道 理 ， 心 态 决 定 一 切 ， 文 化 决 定 未
来。生活不止拼搏，还有牡丹亭和诗，
尽情地享受生活的多元与美好，调整心
情、放慢脚步、缓缓行走在抚州的大地
上，那会看到奇迹般的风景……

（作者系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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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儿童与诗是有
一段距离的。因为诗要求凝
练、含蓄、意境深邃，而孩
子的天性却是好动的，他们
对于艺术首先要求的是满足
自己的好奇心，然后在这种
满足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
陶，诗的特点却往往限制了
孩子们与它的亲密交往。

但是我更加相信，每个
孩子都拥有一个诗的灵魂。

我在组诗《在文学的殿
堂》中，把孩子和诗、孩子
和寓言、孩子和童话、孩子
和小说都进行了诗歌的注
释，其中有一首 《孩子和
诗》：

我和孩子谈诗，
她的眼睛
紫葡萄般放光，
笑声，泻出她的
漏风的牙齿。
于是，我知道了
孩子们爱诗！

是的，春雨是湿的
露珠是湿的
大森林的故事是诗的；
牛奶是湿的
汽水是湿的
奶奶的童话是诗的。

孩子和诗的感情
就这样奇妙地交织。
诗，融入她的血液，
让金色的童年
充盈着天真和机智……

“让金色的童年充盈着
天真和机智”是我对孩子和
诗的一种总结。在孩子的眼
里，世界是透明的，美好
的，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说是
富有爱的天赋的诗人。他们
出于本能地喜欢摇曳的野
花，天上飞翔的小鸟，水中
灵动的鱼儿；喜爱张着小手的幼树，春天里染绿大地的小草，
以及一切小生灵们。孩子的心是纯真的圣地，他们的眼睛注视
着的一切事物，都由于这童心的折光呈现出五彩的色泽。这是
由欢乐的憧憬和好奇的幻想交织成的光谱。诗歌需要情感、情
思和情趣有机地融合，这样调制出的诗的饮料，是孩子们愿意
喝的。而儿童诗就是打破种种限制，成为沟通儿童与诗的那座
桥梁。

中国的大诗人、《诗论》的作者艾青曾说过：“诗是人类向
未来所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人类语言不
灭绝，诗不灭绝。”我觉得这段话也适合儿童诗。如果说诗是
人类精神天空中最亮的那道闪电，那么儿童诗就是若干闪电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诗人们用奇丽的幻想和精巧的构思，加上和
谐的韵律和几分幽默，帮助孩子们进入诗歌的领域，并赠予他
们一个又一个香喷喷的梦境。

没有幻想就没有诗歌，更不可能有儿童诗歌，诗里面孩子
天真的幻想，包含着合理的成分，既是幻想的，又是真实的。
孩子的天性是活泼的、好动的，他们对世界充满了新鲜的好
奇，并且用积极的行动去探索、寻觅甚至企图打破这些好奇。
与此同时，从行动中学会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的方法。因此，
孩子们喜欢明朗的、动作性强的诗歌，并从中发现自己行为的
楷模，借鉴诗中人物的行动，儿童诗如果一味陈述或空泛地抒
情，会造成小读者的冷淡以至费解。这就给儿童诗作者提出了
一个要求：一首成功的儿童诗，除去思想、感情和语言外，至
少应该有连续活动的场景，构成清晰的、易于想象的画面；应
该具备独特的、风趣的故事情节。一首成功的儿童诗，并非必
须是完整的叙事诗，但最好带有叙事诗的骨骼、叙事诗的精
髓，它是浓缩的叙事诗，同时又是淡化了的抒情诗。所谓“淡
化”，就是让感情从容不迫地、潜移默化地流入小读者的心
灵。对于孩子的心灵来说，来不得半点的矫饰和造作，要以天
籁之声、自然之情去启示孩子们对于生活、对于友谊、对于人
生的各种复杂情感的学习与适应。

诗歌，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相比，最大的特点是音乐
感和格律性。比如古典儿童诗，如果让小孩子直接学习像《岳
阳楼记》一样的文言文，肯定会有阅读障碍，但是一首《咏
鹅》可以让小朋友在很短的时间里记住背诵，这是诗歌和其他
文学体裁重要的区别。

我记得曾经听过叶嘉莹先生讲关于诗歌的课，她把自己在
国外和幼儿园的小朋友谈诗的故事告诉我们。首先叶先生把

“诗”做了两个字的拆写，她是用中国最早的古文字书写这个
“诗”字：一个是言文心声的“言”，是心底流出的声音；一个
是寺庙的“寺”，是很神圣的地方。所以诗，是要传达心里的
声音，并且带有庄严的气氛。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在人类
文明史上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让孩子们从小接触诗可以让他
们知道语言的丰富性和美感，同时通过韵律加深记忆，而且
诗歌的想象、联想和特殊的句式结构对孩子的语言也会有很
大的帮助。所以，让孩子们从小就和诗交上朋友，和古今中
外好的儿童诗交上朋友，对他未来的语言表达能力都会有特
殊的帮助。

中国儿童诗发展百年，有很多优秀的儿童诗人，比如当
代的中国儿童诗人金波、张秋生、柯岩、袁鹰、田地、邵燕
祥、阮章竞等等。在我们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儿童
文学奖中，儿童诗是其中一个门类，每一届都有优秀的儿童
诗人获奖，诗人们研究社会、研究时代、研究儿童读者，精
选富有生活情趣的细节，用生动的笔触帮助孩子和诗建立亲
密的友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除了国内优秀的儿童诗作品，还
有很多国外的儿童诗翻译成中文。虽然诗从本质上讲是不能译
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优秀的翻译家，他本身又非常懂诗，比如
任溶溶和屠岸先生，他们都是大师级的诗人，对外国诗歌进行
了精妙的解读和翻译，这样的作品也非常值得阅读和学习。

儿童生活的天地是无比丰富的，这就要求有相应题材广泛
的诗歌来衬映。现在有越来越多才华横溢的儿童诗人们用热诚
的思索，用深沉的眷爱，用微笑的诗心，来注视和关切着新一
代的成长，向他们灵魂的原野，灌溉以汩汩的诗泉，引导着他
们，踏向金色的朝暾。

每个孩子都拥有一个诗的灵魂，我们要呵护它，培养它，
让这个灵魂变得深邃而强壮，从而能够从容应对不期而遇和自
然而然的成长中的烦恼。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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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2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从洞
察幽微的智者到遵循着最基本生活原则
的普通民众，无不从自己的判断力与感
受力作出推测：即将到来的2021年，将
会是艰难的一年。因为2020年的新冠肺
炎疫情——这一个看不见的敌人，试图
将人类拖入灾难的深渊。一旦灾难的强
大超越了科技的能力，惊慌失措便会成
为人类本能的反应。所有的灾难可以瞬
间爆发，但不会瞬间消失。这就是从
2020年走过来的人们，对2021年的前景
表示悲观的理由。

现在，2021 年即将成为过去时，
令人欣慰的是，悲观的情绪并没有笼
罩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祖国，仍在自
己选定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我们党
和国家的领导人，让中国这艘航船，
穿过惊涛骇浪与险滩暗礁，平稳地驶
向有着诗与梦想的远方；我们老百姓
在分享艰难的同时，也在享受着国运
的强盛与制度的阳光。

从一个孢子我们能看到整片森林，
从一朵浪花我们能看到澎湃的江河；从
夙兴夜寐、宵衣旰食，我们理解中国治
理的特有品质；从筚路蓝缕、女娲补
天，我们感受到中华文明的伟大精神。
在过往的历史中，凡有困难处，必有勇
者生；凡遇艰险时，必有圣贤出。2021
年，预测到的困难都如期降临了，甚至
还超过了预期。我们想到了疫情不会那
么快消退，却没有想到从德尔塔到奥密克
戎，困兽犹斗的新冠病毒，一次又一次折
磨着我们的能力与耐心。困难是一个存
量，你克服一个它就少一个；斗志是一个
变量，作战时，统帅的勇气会激励三军，
如果彷徨，三军的士气也会低落。

2021年，我们过得不轻松，但我们
过得很充实。“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
边独好”这首诗仿佛不是写于 1934 年，
而是写在当下。

国家的兴衰因时空变化而不同，在
应对复杂局势获得优异答卷的关键时
刻，我们告别2021，怀着满腔热情而不
是满身伤痕，我们走进了2022。

2021 年是艰难的，2022年的艰难仍然如影随形。持续了两年多
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我们对自己的行为与思想作出新的调整。在
这样强大的疫情面前，我们必须有建立在道德与慈悲之上的抗御能
力。因为，这种龙卷风一样到处暴发的疫情，攻击的不是某一个国
家、某一个种族、某一种信仰、某一种体制，它攻击的是整个人
类！在它面前，人类应该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分裂的；是一个阵营，
而不是对抗的。

我是武汉的居民，武汉抗疫胜利之后，我说过一句话：“疫情伤害
了我们，疫情也教育了我们。”疫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领导国家的执
政党对任何一个感染病毒的老百姓生命的珍惜，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
对人民的承诺。经过灾难的洗礼，人们非常珍惜祖国的美好并因此而
作出了选择。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时代，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宝贵的
选择吗？

困难不是假设的，唯其真实，才值得我们并肩战斗，去克服它，战
胜它。我们可能有挫折，但我们不会低下高贵的头颅；我们可能有忧
伤，但忧伤会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强大。

2022年，我们会更加奋发有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住了一
个主人，她的名字叫——中华。

2020·12·30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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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
大自然的宠儿。是树，把人类
的家园装点得如此生机勃勃、
多姿多彩。

我爱树，尤其喜爱冬天的
树。春之娇艳，夏之浓郁，秋
之斑斓，各有佳处，均不失其
美。但是，唯有冬日，当树卸
下盛装时，人们才得以真切地
领略到树的筋骨与灵魂，或是
伟岸挺拔，或是曼妙多姿。树
木应时变化，四季分明。若论
观景，可以说是，春天看色，
冬天看形。唯有冬天，我们方
可见识树的千姿百态，领略到
形神兼备这个词语的含义。古
人诗云“不知细叶谁裁出，二
月春风似剪刀”，将春天柳树的
新叶写得如此的纤巧玲珑，令
人叫绝。我们再来看看冬天的
柳树吧，老干虬枝，犹如铁打
铜铸，柳树的叶片已经脱尽，
柔曼的枝条泛着微微的鹅黄，
在寒风中悠然地摇曳飘荡。人
们从删繁就简中，看到一种刚
柔并济的和谐，一种别样的潇

洒和飘逸。
还有银杏。银杏有一种天

生的高贵气质。春夏，一树碧
绿。秋天，一身金黄。真是绿
得纯粹，黄得也纯粹。银杏，
远望，亭亭玉立，静观，每一
片树叶都是那么规整而精致。
俨然如一位雍容端庄的淑女伫
立在人们的面前。冬天来了，
银杏又是另一番景象。那笔直
的树干直上云霄，所有侧枝一
如主干，不弯不曲，对称地向
四面伸展，枝枝向上，少有缠
绕或下垂者。冬天让我们见识
了银杏的阳刚之美，一种正直
向上的君子之风。

最有意思的是玉兰了。春天
的北京，最早绽放的乔木花卉就
是玉兰了。从长安街到各大公
园，从传统的四合院到现代化的
社区，玉兰都是令人称道的靓丽
景观。美中不足的是，玉兰虽
好，可惜花期甚短。北京的玉
兰，单株的花期也就半个月不
到。待花谢零落，新叶渐丰之
时，玉兰树便悄悄地隐没在树林

的繁枝密叶之中了。可是，冬天
的玉兰却以其独特的风采，令人
刮目相看。她优雅而满怀自信地
伫立在寒风中，枝头缀满了毛茸
茸银灰色的苞蕾。玉兰精神抖
擞，养精蓄锐，似乎在用一个整
整的冬季，孕育着，准备着，迎
接那不到半个月的辉煌绽放。

也许，有人会问及松柏。
是的，松柏四季常青，冬天亦
无多大的变化。但是，大的环
境不同，观感自然便会不一
样。在朔风凛冽，大地苍茫的
时空下，人们才会真正认识到
松柏独立坚忍的品格，更能体
会古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
后凋也”的慨叹。

冬天看树，不仅壮阔，而且多
变。若逢瑞雪纷飞，天地一色，满
天飘洒洁白晶莹，万木皆成玉树
琼枝，那才真是天地之大观。

值此隆冬之际，让我们迈
开双脚，走向原野，走向山
林，走向大自然，去看看冬天
的树吧。这是一种令人陶醉而
遐想，清醒又震撼的审美。

冬天看树
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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