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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青年作家曾言，在这个碎片化阅
读的时代，我们不愿搭理那一出《城南旧
事》，那一间《带有阁楼的小屋》，那一座《魂
断蓝桥》，那一个名叫《安娜·卡列尼娜》的
女人。那么我应该庆幸，我已做了五回《红
楼梦》。在似真似幻中，不断品味一悲一喜
总关情。

第一次翻阅原著，任指尖在浩繁书页
中蹁跹大约还是初一年，正是与红楼梦中
人一般年纪。青春岁月，理应鲜衣怒马，赏
尽繁华。此种生命情态在书中展现得淋漓
尽致。正因年龄相仿而生发的共情，我羡
慕书中人“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
吟”般嘲风弄月的雅致；垂涎于枫露茶、豆
腐皮的包子，甚至是一两银子一个的鸽子
蛋；渴望在大观园曲径通幽、怡红快绿赏花
叹景；在穿手游廊、亭台轩榭边观红鱼游
嬉。诗情画意恰如海棠花招招而放，浸润其
间，追求美质的灵魂便可得到栖息。在红楼
一梦的精神家园中，正是：夜深花未睡去，且

烧高烛照红妆。
诚然，《红楼梦》已成千秋经典，赞誉

之、品评之、鉴赏之靡不鲜见。吾却不愿堕
入考证泥潭，以极专业极精准的角度剖析
毫厘，擘肌分理，旨在解曹公为后世留下的
未解之谜。吾自知功力尚浅，但对于美的
感知，或可浅谈拙见。此时，红楼一梦亦是
吾之梦，因此情既已至，笔亦随之。

鲁迅先生曾评价红楼一书为：“悲凉之
雾，遍被华林”。细详其理，红楼之美或许
诚如斯言，乃是一种残缺之美，是以悲为
美。纵使书中生活何等奢靡繁华令人艳
羡，深溯之，无不笼罩苍凉与苦痛。曹公如
缘大笔的伟大所在，便是通过各种精巧的
笔法，将此种苍凉与苦痛，投射于每一个个
体生活之中。曹公近乎“兼爱”的生命情
怀，已然显见。

观察红楼一书的人物塑造，我们不难
发现曹公对宝黛钗的工笔细描，对金陵十
二钗的浓墨重彩。同时，我们更不应忽略
曹公为了展现世间百态，同样给予“微尘
众”足够的关注。愈是渺小卑微的底层人
物，他愈要刻画他们的身不由己、情不自
已。最渺小人物不过“二丫头”，既无名也
无姓，在“贾宝玉路谒北静王”一节中，好像
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存在。宝玉初至乡下，
自然事事未知，动了一乡村丫头作为生计
的纺车，还只当是玩物。乡村丫头便道：

“你们那里会弄这个，站开了，我纺与你
瞧。”片刻，乡村丫头便被家里人唤走，一声

“二丫头”之后，“争奈车轻马快，一时展眼
无踪。”这几乎是关于二丫头的所有刻画
了，篇幅极其精简。曹公如此精短的安排
却更好阐释了“一面之缘”：一位王侯公子
与一位乡村少女的相遇，不过短暂一瞬，却
是富贵与穷苦的交接，是萍水相逢但又是
意味深远的遇见。又如地位低贱却频惹事
端的赵姨娘，三进大观园被当做“女篾片”

的刘姥姥等，他们都是曹公笔下的小人
物。曹公在对他们平和而温情的刻画之
中，丝毫未有居高临下的姿态，相反，似在
隐隐暗示读者他们各自的苦衷。这样的笔
触，犹如锦绣当中插进一根灰扑扑的棉线，
给予小人物足够的理解和关怀。

曹公语言亦极富功力。他可作出十余
首菊花诗、白海棠诗，并在遣词造句中契合
人物特点，或是《秋窗风雨夕》中“不知风雨
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何等萧索凄切，
或是《芙蓉女儿诔》中“红绡帐里，公子情
深；黄土垄中，卿何薄命”何等无奈悲怆。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极具乡土气息的语言

“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只老母猪不抬
头”竟也出自他笔下。曹公依据人物性格
对语言不断进行自如且贴切的切换，或悲
或喜的氛围亦得到充分渲染。

曾有人将现代电影剪辑手法“蒙太奇”
与红楼情节设计的技巧相联系。或许曹公
便擅长在一团情节线头中挑取一只，对它

精编细构，串接成网而从不凌乱。线索被
明暗交织于推进的情节之中，草蛇灰线，伏
脉千里，令人大赞妙绝。如春灯谜谜底、惜春
取笑智能“明儿也剃了头做和尚去”的话均一
语成谶，又如刘姥姥寻亲投靠又知恩图报之
线贯穿始终。若是有心发现了前后照应的奥
秘，大抵也可品味出那曾经的喜，氤氲着暗喻
悲凉的水雾，并不是真正的喜悦。而那最后
的悲，却是痛彻心扉的真正的悲伤。

纵观曹公对红楼一梦的谋篇布局，不
落窠臼的还有他将小说结局直接呈现于开
头的匠心。曹公通过第五回的判词与曲
子，隐晦地完成了他对小说人物结局的设
计。曹公之用意，或是希望每一个共红楼
一梦的人儿都能反复参悟，细思这些人物
都将怎样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宿命。因此，
读者便悲叹元春登高至极却“三春争及初
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惋惜着王熙凤精
明能干只不过“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
卿性命”；感慨薛林才华横溢终不免“玉带
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这烈火烹油、鲜
花着锦、当年的满床笏、歌舞场，最终皆成
云烟，皆成泡影，皆成为“宏伟家业”中虚无
的装饰品。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曹公于开
篇如是写道。吾难以割舍红楼一书，因此
频频做着红楼一梦，尝尽无数次所谓人间
悲喜。亦可说，哪里有什么喜悦，不过是
笼罩着悲凉的“假喜”罢了。但吾却愈发
觉得曹公此言，并不荒唐。虽自有物极必
反一说，却也窥知理应“补苴罅漏”的道
理。若待到厦将倾，灯将尽的时分，有何
种努力可挽救残局，又有何人可在这生关
死劫中幸免？

终了，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
茫大地真干净。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吾情既已至，笔亦随之。

悲凉之雾 遍被华林
—对《红楼梦》的整体感知 ▱杨可意

品读经典品读经典

中国共产党迎来了 100周年的风雨历程，伴随 100周年的
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也诞生了一首首不朽的赞歌。人们用歌
声讲述党的历史，回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以
旋律重温百年征程。

1921年 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举行。因突遭法国巡
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后转到嘉兴，在一泓绿波和一艘小船
中完成了大会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掀开了历
史新篇章。《南湖起航》歌曲里一个个跳跃的音符，“从沧桑中走
来，从苦难中挣脱，迎向那风，迎向那雨，奔向那曙光……”最后
以富有感染力的音调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向前奋进，一路向前的
具体指向，让人感同身受。历史从来不会被遗忘，南湖的船成
为中国共产党一个新的启航，一个重要的革命标志，一个具有
历史意义的胜利音符，也是一艘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航船，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回首百年，我的家乡我的亲人，我受苦受难的母亲在苦难
中忍受煎熬……”《百年丰碑》这首歌气势恢宏，历史透视感和
现实表现力的革命歌曲深深触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灵。歌中
展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再现当年艰难困苦的战
斗生活。1928年 3月 8日，“平和暴动”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
派的“八闽第一枪”，拉开福建农民自动夺取政权的第一幕。
2007年 6月 27日，平和县被中央党史研究室确认为“中央苏区
县”。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平和积淀着厚重的红色文化，也留
下了一大批红色革命史迹，革命精神如红星照耀着苏区儿女奋
勇前进。

你听，一曲《八闽儿女颂》一遍遍唱响，八闽儿女不畏强，迎
接曙光吹号角，敢教日月换新天……一股股豪情伴随着一声声
呐喊奔涌而出，讲述优秀的八闽儿女在祖国水深火热的年代，
不畏强敌，吹响号角，告别故土，北上抗战，用青春和热血保家
卫国，并参与改革开放建设，成为时代楷模。歌中采用呼吁句，
朗朗上口的歌词和悠扬动听的旋律，唱出了八闽儿女的心声，
唱出了祖国人民的心声，唱出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昂首前进的
心声。豪情万壮的歌曲回响在眼前，如一股暖流浸入人们的心
田，同时也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在苦难中崛起的国家，正因如
此，我们才明白何为“多难兴邦”。一路走来，我们将苦难化为
力量，积累了足够的智慧与经验，与时俱进的一路飞奔向前。

《南湖起航》《百年丰碑》《八闽儿女颂》以独特的视角、磅礴
的气概引领我们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这三首歌由平和县本土
作家许少梅作词、音乐老师曾耀昌、陈峰平作曲，歌词内容大
气，描述的画面很有代入感，作者思想内涵深厚，怀着深厚情感
投入创作，用最直白素朴的语言，表达了最深沉的感情。字里
和音符间流淌着是革命历史的艺术化表现，也是作者思想审美
化的呈现，这正是文艺创新的源泉。在访谈中，许少梅表示，作
为一位文化人，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在全党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大背景下，与两位音乐老师一起，用音乐
创作的方式来歌颂祖国，歌颂八闽儿女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和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表达苏区人民对党的歌颂和热爱。许少
梅说，歌曲已经在本土开始传唱，回顾和传唱革命歌曲，引导大
家通过学习红色歌曲，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艰
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以此作为建党 100周年的献礼并参与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百年百首”全国优秀原创歌曲征集。

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尽，回望百年，我们报之以歌。100周年
的岁月铸就了一部厚重的历史画卷，一首首革命歌曲展现了那
些从曾经的满目疮痍到现在的和平富饶。在歌中，我们倾听到
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自强与斗志。一首首革命歌曲烙着
时代的印记，教育着一代代人成长。红色歌曲，不仅仅是一种
听觉上的感受，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我们要一路传唱下去，
更要一路传扬下去。

回 望 百 年
报 之 以 歌

▱江惠春

光影世界光影世界

“学府文脉地，翰墨书香浓。”6月的漳州电大校园内，
一池碧水，凤凰花开，书香致远。

漳州电大“丹霞读书会”自 2017年 10月创办以来，依
托学校教育文化资源优势，以“行知图书馆”“丹霞讲坛”

“文庙国学堂”等为载体，举办“行知青年读诗班”“闽南方
言文学班”“亲子阅读班”等兴趣班，开展各类讲座、朗诵、
征文等专题读书活动，树立“学习之星”阅读典范，编印社
区读本及乡土教材，为居民朋友提供“线上+线下”全民阅
读服务平台，营造了浓厚的社区阅读文化氛围，打造了属
于漳州人民的阅读文化场域和全民终身学习服务平台。

融资源融资源：：打造社区阅读文化品牌打造社区阅读文化品牌

“读书的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自己的认知结构向更高层次
转化。文学作品自身提供了许多信息，而这些信息指向的是文
本外的世界，文学即是人学，因此更要‘细读书、读大书’。”此
前，闽南师范大学前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林继中在“丹霞讲
坛”的专题讲座至今让不少书友印象深刻。

“林教授的讲座，听完醍醐灌顶，让我对读书有了更深层次
的理解。从那后讲坛有时间我就来听。”书友周世耀说。

据了解，“丹霞讲坛”举办以来，至今已有三年，讲坛定期邀
请各行业前沿的专家学者前来讲学，将前沿的经济、自然、科
学、文化等知识信息分享给广大的社区居民群众，深受听众喜
爱，至今累计听众已有 8000多人次。

讲坛只是“丹霞书会”依托学校资源推进全面阅读的一个
缩影。“丹霞读书会”还以学校为载体，开发了多个特色课程，开
设符合老年人学习特点且喜闻乐见的线下体验活动，如“闽南
方言文学”“老年书法班”等，组织老年学习阅读和体验活动，丰
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增强老年人学习的兴趣。

除此之外，学校还设立了“行知青年读诗班”“闽南方言诵
读班”“老年朗读会”等阅读兴趣团体，每周常规性开设兴趣班，
还定期不定期地开展阅读、诵读专题活动，吸引了众多社区的

读者和爱好者加入“丹
霞读书会”的团队中。

“读书属于个人喜
好，全民阅读则需要倡
导和推动。”漳州电大党
委书记、校长李然说，为
倡导和引领更多的社区
居民加入阅读学习共同
体中，品味经典，感受阅
读 的 乐 趣 ，“ 丹 霞 读 书
会 ”还 依 托“ 文 庙 国 学
堂”“漳州市图书馆”“三
半书屋”等 8 个“市民学
习体验基地”开展了多
彩的阅读、诵读及读书、
赠书志愿者活动。

同时，读书会还发
动教师，整合社会力量，
开发社区乡土教材和校

内读本，如《林仲姚选集》《三溪草堂读画记》《诗联咏
颂古代二十四孝》等书成为开展传统文化进社区的
优秀读本，走进社区，传承闽南文化，充分发挥阅读
学习影响力。

互联网互联网++：：开启开启““云阅读云阅读””服务服务

互联网+时代，阅读的方式更加多元化，从纸质
阅读到电子书阅读，从读书到读屏，阅读方式也不断
翻新。

6月 2日清晨，走进修葺一新的“行知图书馆”，
书香迎面而来。馆内书架一字排开，图书分类摆放
齐整，桌椅临窗摆放，环境明亮雅致，二楼则配有电
脑供书友进行数字化阅读。

“馆中现有好书近两万册，电子图书约二十万
册，内含覆盖全网络的海量杂志、学术期刊以及电子书籍。”漳
州电大社区教育办主任余础础介绍说，“行知图书馆”充分利用
互联网技术，提供“国家开放大学数字图书馆”“漳州终身学习
在线”“漳州老年开放大学平台”等全民阅读数字服务阅读平
台，为书友建立了环境舒适的数字社区书屋，提供丰富的数字
化阅读服务。

“我们还与我们的市民学习体验基地市图书馆共建、共享
数字图书平台，书友登录后就可以浏览、搜索图书，有喜欢的书
还可以在线免费阅读。”余础础边说边登上市图书馆小程序，里
面涵盖了电子书、有声书、视频、图片等各类型数字资源。“许多
在各大付费平台上需花不少钱才能阅读的热门图书，在平台上
都能轻松免费阅读。”

为了提高数字化阅读平台服务能力与水平，漳州电大每年
投入专门经费用于平台建设，并配有专职人员进行管理，另有
200多名“丹霞读书会”成员及近千名社区阅读志愿者加入阅读
管理、服务及志愿队伍。“老年人对于数字化阅读难免会有不熟
悉，碰到此类情况，我们志愿者就会进行指导帮助。”

网络数字时代，漳州电大“丹霞读书会”还不断创新服务，
利用学校提供的多媒体设施包括录播室、录播厅等进行视频音
频采集，不断加强线上阅读学习资源建设。

““阅读阅读++场景场景””：：引领新时代阅读风引领新时代阅读风

“一条游船，劈开了南湖的波浪，十几个热血青年，在运筹
一个红色的理想……”3月 30日，漳州电大在“丹霞记忆”馆前
举行了“学党史·诵经典——毛主席诗词朗诵会”，中国国家话

剧院毛主席扮演者、国家一级演员王晖深情朗诵《红船，从南湖
起航》，把人们拉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像这样“阅读+场景”的活动在漳州电大并不少见。
2018年“4·23”，“丹霞读书会”牵头组织了我市全民读书日

“书香校园”朗诵会，近500人参加活动。朗诵会以“敬读行知·悦
读阅美”为主题，旨在倡导全民阅读，提高审美素质，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21年“4·23”，“丹霞读书会”开展了“行走在书声茶香里”
主题茗读会，“丹霞读书会”的书友们为现场的嘉宾朋友带来了
触动心弦的美文分享、双语诵读以及闽南语古诗朗诵表演，现
场观众还观看了“五泡茶茶品介绍”以及闽南功夫茶艺表演。

2018年起，连续三年的漳州市“9·28终身教育活动日”暨全民
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均在漳州电大举行，活动积极营造全民
学习氛围，开展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活动，积极推进“互联网+终身
教育”，推动全民阅读，引导各界群众广泛参与终身学习。

持续开展“学习之星”评选活动，树立阅读典型，通过组织
开展市民学习体验活动、征文比赛、朗诵活动等加强民众阅读
学习意识。

……
在“4·23世界读书日”“9·28终身教育活动日”等重要时间

节点宣传工作，漳州电大依托“丹霞读书会”组织开展了经典诵
读、专题讲座、换书阅读晚会等丰富多彩的主题阅读活动，积极
办好我市各类读书节、读者节，努力形成常态化的群众文化节
日，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社会名人、文化名家的阅读引领作用，
提升社会公众参与度和阅读品牌号召力。

书香四溢满丹霞书香四溢满丹霞
——漳州电大“丹霞读书会”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走笔

▱陈晓云 文/供图

创作谈创作谈

读聚时光读聚时光

作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
经》演绎了诗歌创作与表达的多种可
能性，开启诗歌的先河。从情感迁流
来看，它表达百姓的心声和愿望，见证
了人类早期社会动荡的感悟，生老病
死的无奈，情感迁流的唏嘘，岁月流逝
的感叹。作为一名诗人，总会自觉或
不自觉地追溯诗歌的源头,并从中汲取
养分进行创作。

叙说叙说《《诗经诗经》：》：
源于一次大胆的构想源于一次大胆的构想

记得有一次与散文诗文友在探
讨散文诗写作与创新时，我突然想到
在以前曾经把《诗经》中传统的篇章
重新叙写成一组散文诗，我完全可以
在这个基础上，以散文诗的形式将

《诗经》进行再构与重塑，以散文诗的
形式进行叙说，对我而言，这不失为
一种创新和突破。

我一直认为，散文诗是最接近哲
学的，它直写事物的本质，直击人们
的心灵；避开了诗歌的晦涩难懂，避
开了散文的冗长叙事，兼具两者之
长，且不在诗与散文两种文体之间讨

巧，在透过现象探求世界和寻找诗意
的同时，抵达人们的心灵世界，以此
构建一座独特的文学殿堂。以散文
诗的形式新叙《诗经》，唤醒三千年前
的温婉字句，并与当下的生活况味与
情感经验交错在一起，构建唯美的人
间情怀，这既是散文诗创作的创新之
举，以此扩充散文诗的创作空间，又
能推进传统文化和散文诗发展，且赋
以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意义，这可谓是
一举数得的事。

几千年的光阴，物是人非，一首
首歌谣的作者和一个个像蜜蜂一样
辛勤的采诗官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姓名了，甚至
我们也模仿不了他们的生活。翻开

《诗经》，那些三千年前行走在大地上
的欢笑、喜悦、赞美、挣扎、怒吼、呐
喊、鞭挞、痛恨、悲伤、追寻和企盼，它
们依然静静地在书页里诉说，描绘出
一卷壮丽辽阔的社会史诗。

《诗经》里的场景离我们渐渐远
去，再具 体 的 翻 译 都 难 以 将 其 一 一
再 现 。 如 何 才 能 更 好 地 将《诗 经》
送 到 人 们 的 心 里 ？ 我 确 定 了 以 散
文诗演绎的想法，结合当前人们的
生 活 方 式 、情 感 需 求 和 审 美 变 化 ，
以 直 击 心 灵 的 模 式 将 三 千 年 前 的

《诗 经》再 创 作 和 演 绎 。 以 历 史 为
经，以哲思为纬，以文化为轴，全新
地进行《诗经》叙写，让几千年前的
生活场景一一再现，让那些有趣的
灵魂绵延，让读者体会亘古如新的
意义。

新削铅笔新削铅笔：：
重新描绘重新描绘《《诗经诗经》》的人与事的人与事

从文学发展的进程来看，《诗经》
的艺术手法并不因为它是最早的文
学体裁而显得稚嫩。恰恰相反，它与
歌、乐、舞合为一体，是成熟运用赋、
比、兴三种表现手法。从文体的创作
上来看，《诗经》“赋比兴”表现方式与
散文诗的创作方法，有着血脉上一以
贯之、同根同源的情感。古人源于生
活、忠于生活的诗歌创作，不仅更具
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更具先验性和
实验性，对天地人文的崇敬之心表现
得淋漓尽致。在叙述手法上有着脱
跳的运用，爱恨与情仇，颂赞与鞭挞，
千人千面千人千法，无一首不入骨三
分。特别是兴的运用，极具自由的写
作技巧，赋予《诗经》广阔的言语天地
和写作空间。《诗经》中的记事传情已
经是非常成熟的创作风格，这是对人
类情感表达的第一次“结绳记事”的总
集。它就是一部来自人民的散文诗，
是已经具足了诗性的内核，自然淳朴
地抒发，轻轻地开启你的情感之门，在

不经意的唱诵间直达你的内心。
溯古追今，现代诗的创新离不开

传统文化的滋养。《诗经》从生活中
来，以丰富多样的表达形式，抒发宣
泄胸中积郁的块垒，已经具备相当成
熟的技艺。它的叙述风格表现在由
物及人、由事及情，时而形聚神散，时
而形散神聚；《诗经》既有诗的音韵节
奏，也有散文的自由抒怀，对它进行
再构与重塑，唤醒三千年前的温婉字
句，构建唯美的人间情怀，以散文诗
的形式诉说《诗经》，这既是探索，又
是回归。

是的，《诗经》如此优美如此迷
人，却又离我们太远，隔了两三千年
的光阴，隔着从初期农耕文明到现代
科技和世事变迁，以至于如今我们觉
得与它有了隔阂，在理解和共情上难
以通达。让我们拾起新削的铅笔，重
新将《诗经》描摹一番，再现古人在恋
爱、婚姻、离别、流亡、信仰的场景，同
时让当下穿越到古代，让现代人走进
古人的生活。

《《诗经诗经》》新叙新叙：：
再现传统文化魅力再现传统文化魅力

《诗经》中的人与事的情感是丰
富多样的，是行进在大地上的诗篇，
是一坛珍藏在历史地窖中的老酒，是
亘古如新的情感再现。

《诗经千年，温暖如昨》是我从
《诗经》中精选最经典最脍炙人口的
200 首诗歌进行散文诗的再创作，共
分为三辑，辑一为“风之辑 轻轻唤醒
三千年前的词句”，从十五国风选取
125 首；辑二为“雅之辑 悄悄回溯那
些古老的光阴”，从大雅小雅选取 53
首；辑三为“颂之辑 让久远的往事在
耳边传唱”，从周颂选取 22首，以散文
诗的形式重新演绎和创作，将三千年
前《诗经》里的场景一一重现。

我来自农村，从小就在田园里摸
爬滚打地长大，有着和《诗经》一样青
涩的童年和懵懂的少年，对诗经中的
许多事物有着亲历的感受。在叙写
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把自己当作一条
蚕，吃下许多许多的桑叶，织一匹长
长的布，用我的语言去编织三千多年
前那一首首壮美的诗篇，让读者感受
亘古如新的情感抒发，在《诗经》的品
读赏析上赋予全新的阅读视界。

心存风骨心存风骨 草木成诗草木成诗
▱陈海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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