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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确价值观书写以正确价值观书写““抗疫抗疫””故事故事
□□张培忠张培忠

新冠疫情正席卷全球。它的源头在哪里，怎么滋生的，人

们不清楚；它还将肆虐多久，如何发展，人们还是不清楚。遽

然发生的灾难，给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科技、教

育、公共医疗、人民生活等带来山呼海啸般的冲击，更造成不

可估量的损失。

疫情已经深刻地改变世界，也必将深刻地影响文学。

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新冠疫情在考验着各国的

施政和人民的应对。面对神秘莫测的敌人，面临空前严峻的

大考，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需要以正确价值观为指导，汲取

历史经验，应对时代难题，肩负时代责任，发挥独特作用。

历史上的瘟疫与“瘟疫”书写

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一部荆棘丛生、灾难深重的历史，是一

部焠火成钢、生生不息的历史，更是一部在瘟疫中穿行、在沉

疴中奋起的历史。据史书记载，我国从西汉以来的2000多

年，先后发生过300多次瘟疫，可谓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

疫。因此，疾病，特别是为害甚烈的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

和文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

定因素之一。记载瘟疫最古老的文献是公元前13世纪中国

的甲骨文，安阳某王卜问道：“今年有瘟疫吗？它会致死吗”；

三国时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对瘟疫之惨烈作了惊心动魄

的描写：“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

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

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

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

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这篇疫文，出

自才高八斗的曹子建之手，既极写瘟疫之惨状，又触及社会之

弊端：贫者祸而富者安，更有对瘟疫源头的追索：鬼神所作，或

阴阳失位，或寒暑错时？表现了诗人对幽冥世界和自然人伦

的深邃叩问。

瘟疫对西方的袭击更加深重而惨烈。据西方史料，最早

有文字记载的传染病是公元前430年至公元前427年在雅典

发生的瘟疫，这次瘟疫使雅典的军队和希腊城邦的居民死亡

四分之一。而《圣经》对瘟疫也有确凿的记载，摩西降生于埃

及的瘟疫中，当时即有“人畜伤口化为脓疱”的症状，以及那场

一夜之间“在亚述军营杀死18500人”的致命天谴。1347年

至1353年，在欧洲大流行的“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

瘟疫。所谓“黑死病”，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烈性

传染病，因患者皮肤呈现黑斑，故名。据统计，黑死病在全球

范围内造成7500多万人的死亡，其中欧洲约三分之一至二分

之一的人口死于这次瘟疫。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以这次疫

情为背景，叙述了七女三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郊外隔离的10

天内讲述的100个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薄伽丘强化了对生

活的认识，捍卫了生命的尊严，彰显了人生的价值，体现了文

学在瘟疫灾难中的心灵抚慰作用和精神鼓舞作用。600多年

以后的今天，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意大利又成为全球最严重

的疫区之一，吊诡的历史重现惊人相似的一幕，不禁使人们对

大自然的诡异和人世间的灾难产生敬畏之心和悲悯之情。而

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与对未知的探索和书写，正是文学需要

抵达的地方。

以正确价值观为指导书写“抗疫”故事

高尔基在《论文学》中指出：“文学从来不是司汤达或列

夫·托尔斯泰个人的事业，它永远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

文学作品是作家思想和情感的外化，是作家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体现。当前，全球已有200多个国家卷入新冠病毒引发的

疫情，数十亿人口正备受煎熬，新冠疫情已成为对全球人口影

响最大的卫生危机和公共事件。

大疫面前，谁都无法置身事外。面对这样一个看不见摸

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凶残敌人，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如何

介入，如何应对，如何彰显作家的独特价值，既是对作家能力

水平的检验，是对作家担当作为的考量，更是对作家精神品格

的测试。

既要直面疫情危机，更要怀抱必胜信念。习近平总书记

于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指出：“这次新冠疫情，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

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

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武汉告

急，湖北告急，举国震动，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空前威胁，

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有可能得而复失，在百年未有之大危机

面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迅

速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控制了疫情，

恢复了生产，解封了武汉，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充分彰

显了我党执政为民的先进理念和我国集中力量抗击疫情的制

度优势。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危机面前，我们的作家

要保持战略定力，始终与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保

持清醒的头脑，坚定地听党话、跟党走，始终以手中的笔为民

鼓呼、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不断增强人民克服危机、浴火重生

的必胜信念，只有这样，作家这支特殊的队伍，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中才不会缺席、没有失语，才能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

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既要检视中国，更要关注全球。疫情暴发时，党中央以巨

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果断出手，对武汉城市交通进行管

控，对湖北人员进出实施限制，对其他地方采取群防群治措

施，这一系列措施，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切断了病毒的传播渠

道，第一时间向世界分享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为全世界其他

国家疫情防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在中外疫情防控史上，是

一个空前而伟大的壮举。当前，中国的疫情已得到控制，但仍

然面临如何边防控、边复工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风险。

疫情没有国界，人类同此凉热，就在中国防控形势不断积极向

好的同时，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从全球看，目前疫情“震中”

在欧洲，特别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现在还包括德国、法国、英

国；而形势最严峻的是美国，最近以来每天都以一两万例的速

度在增加；还有人口众多的印度，疫情发展很快，如果在卫生

条件极差的贫民窟里传播，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的作家，要

关注本国疫情，讲好抗疫故事；要以文学的方式，继续投入防

疫抗疫的伟大斗争，引导和激励人民群众高度警惕麻痹思想、

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作

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已向有困

难的国家派出了援助医疗队进行技术指导，向世界积极分享

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方案，并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支持，包括

呼吸机、口罩、护目镜和其他防护物品等，体现了伟大的人道

主义情怀和国际主义精神，这些都是作家书写抗疫故事的宝

贵题材，也是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作家要迎

难而上，积极创作，以真实生动的抗疫故事讲述中国精神，展

现新时代的中国形象。

既要识其小，更要识其大。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磨难、不

屈不挠的伟大民族，从来没有被摧毁过、被压垮过，而是愈挫

愈奋、越战越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在磨难中奋起。这场突

如其来、前所未有的疫情，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是一次空

前的大考。在这场大考中，我们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是

经受住考验的，但也有少数干部表现不佳甚至很差。习近平

总书记在“2·23”讲话中指出：“有的不敢担当、不愿负责，畏

首畏尾，什么都等上面部署，不推就不动；有的疲疲沓沓、拖拖

拉拉，情况弄不清、工作没思路；有的敷衍应付、作风飘浮，工

作抓而不细、抓而不实，仍然在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的百

般推脱、左躲右闪，甚至临阵脱逃。”“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

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

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习近平总书

记以刀刃向内的非凡勇气，以振聋发聩的金石之声，警示干部

队伍要担当作为，关键时刻要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要豁得出

来。作家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把握这样的题材，这对作

家也是考验。在这场与疫情的赛跑中，党中央当机立断，砥柱

中流，充分彰显了党的力量、人民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制度的

力量、信念的力量，体现了中国担当、中国作为，为各国防疫工

作树立了新标杆，为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典范。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充分肯定中国为遏制疫情作出的“了不起的努力”

“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利益，也将为世界作出重要贡献”。这

是中国抗疫的主流和方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作家在把握

我国的抗疫题材时，既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的“短板”和“不

足”，要“识其小”，更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我们的“贡献”和“优

势”，要“识其大”，防止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更要避免一叶障

目，以偏概全。

既要避免认识误区，更要克服傲慢偏见。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是人类同疾病不期而遇的一场全新战斗。面对全新的

敌人，人类茫然无知，病毒从何而来，如何传播，还将肆虐多

久，疫苗何时能研制出来，今后是否每年常态化地发生，如何

防止全球经济崩溃等等，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为真正有效防

控带来不确定性，特别是疫情仍在世界各地更大面积地传播，

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这些都可能构成影响全球政治经济走

向和发展格局的新疫病模式。这对中国是极大的挑战，对世

界也是极大的挑战。中国的疫情虽然得到有效控制，但危险

仍然存在，只要世界各国疫情蔓延的势头没有得到遏制，只要

疫苗还没有及时研制出来，我们的警报就不能解除，我们的防

疫抗疫工作就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麻痹大意，否则就将前功

尽弃，因为最终战胜疫病的武器不是医疗而是疫苗。病毒不

分国界、不分种族，但世界范围内的傲慢与偏见仍然存在。疫

情之初，有的人居然说，新冠肺炎是黄种人的病，白种人不会

得，言犹在耳，本国的疫情便暴发起来；有的国家则一直揪着

“新冠病毒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呢”这个问题大作文章，该国媒

体还说中国是“亚洲病夫”，领导人在新闻发布会的讲稿中把

“新冠病毒”故意称为“中国病毒”。武汉实施管控时，一些西

方媒体鼓噪这种做法侵犯人权，等到这些欧洲国家被病毒“攻

陷”后，却纷纷仿效武汉的做法。可见，偏见比病毒更可怕。

因此，作家要克服种族的偏见、文化的偏见、制度的偏见，以诚

实的态度面对病毒，尊重自然，尊重科学，尊重规律，以辩证的

方法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科学的精神探寻病毒来源、传播

机理和途径，密切跟踪病毒变异情况，为早日揭开病毒的神秘

面纱作出应有贡献。

作为作家，还要注意克服文体偏见。一些作家没有来由

地认为，创作虚构作品比创作非虚构作品更加高级、更为优

越。事实上，文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文体都有可能创作

精品，也有可能产生赝品，关键是创作主体灌注了何种人生内

容。美国非虚构作家卡波特的《在冷血中》，不仅仅是一堆

纪实材料，而且几乎是一部道德寓言；另一位作家梅勒的

《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则创造出一种新闻写作中不同寻

常的隐喻的统一。而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与当

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

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事故、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创作了

《二手时间》《战争中没有女性》《锌皮娃娃》《切尔诺贝利的

回忆》等，这些作品在真实讲述的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上呈现

出一个重要的时代，一个社会的变动，为这一段影响深远的历

史赋予了人性的面孔，遂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

而，真实地记录抗击疫情，用作品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助力抗

疫的非虚构作品与反思灾难、抚慰民心、推己及人的虚构作品

具有同等的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

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

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创作反映当下的抗疫作品，作

家必须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以朴素的笔触雕刻冲锋陷阵

的医务工作者仁心仁术、大医精诚、救死扶伤、舍身忘家的英

雄群像，弘扬奉献精神，表彰英雄主义，凝聚正能量，提振精气

神，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发挥文

学作品独特的精神鼓舞作用和心灵抚慰作用。在抗“疫”斗争

最吃劲的关键时刻，作家要深入一线、深入生活，下苦功夫，扎

扎实实讲好抗疫的故事、人民的故事、时代的故事、中国的故

事，彰显中国精神，体现中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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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的教

训实在太多。其中一条就是：一项当务

之急是大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没有健

康中国就没有中国梦。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这是新时代的根本奋斗目标。而美好生

活的前提与基础是健康生活。只有在保

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基础上，才能谈

得上提高生活质量，创造美好生活，享有

美好生活。

同样，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依靠身心

健康的中国人，需要依靠健康的建设者

和劳动者。这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和保

障力量。

中国梦的成果也只有健康的人才能

更好地享受。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其旨归是以人为本，

是让人活得更健康，更富生命质量。有

生命质量才能有生活质量。到本世纪中

叶，我们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现代化国家，建设这样一个国家的目

的和宗旨都是为了健康人民的福祉。丧

失健康，人们就无福享受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生活。

我们倡导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

为本，题中之意是培育健康的人民，提高

人民的健康水平。

健康建设首先是保障国民的身体健

康。因此我们要在全社会推进敬畏生

命、生命至上的教育。大力推进生命保

障体系建设，使病者得其医。发展体育

运动，推动全民健康事业，通过营养均衡

保障、体育锻炼、养生保健、医疗救治、心

理救助等综合措施，全面保障全体国民

的身心健康。

健康中国呼唤一个心理健全、内心

强健、有着强大精神力量支撑的民族。

这就需要普及心理健康教育，推进心理

健康建设。积极开展心理疏导、心理辅

助、心理救援等工作。同时要大力倡导

和弘扬中国精神，培根铸魂，强健民族精

神魂魄。只有拥有健康心理和强大精神

世界的国民才能支撑起健康中国，造就

一个强大的中国。

为 此 ，应 该 呼 吁 在《“ 健 康 中 国

2030”规划纲要》基础上，尽快制定和实施《健康中国建设实

施办法与细则》，依法依规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在国家层面，要大力推进全社会的健康文明，提升全体

国民的健康素质。要防范和化解重大的卫生医疗事件，特

别是有可能波及全局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要加大公

益性卫生健康建设的投入，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包括医用

物资、医疗设备、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医护人员的培

训和储备。在这方面要特别重视加强中医中药的基础性作

用，包括民间中医的作用。要进一步深化医疗体系、医疗保

障体系、医疗制度的改革，政府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增加更

多的公益性的健康建设投入，增进人民福祉。要着眼于提

升医疗的质量、水平和效益，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

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手段，推进医疗系统资源的整合。要在

全社会推广家庭医生，最终目标是为每一个中国人配备必

要的、可用的、触手可及的医疗咨询、医疗卫生健康服务。

在社会层面，需要普遍开展和推动健康文明教育，特别

是生命教育。首先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其次是生命的安

全与保障，其三是提升生命的质量。要尽快将包括生命教

育在内的健康文明教育列入中小学教育课程。要动员全社

会力量开展体育锻炼、健康咨询、心理辅导、营养咨询、养生

保健等。要积极开展志愿医疗服务，利用全社会庞大的志

愿者资源为全民提供健康咨询和服务。要加强社区卫生健

康管理和服务，推进社群的健康管理。

在个人层面，要建立个人健康管理档案。每个个人都

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建立个人健康终身档案。加

强对个人疾病、身心状况的定期检查和调适。加强休养疗

养，包括强制性休养。加强对个人精神世界提升的教育和

引领。

健康文明建设、健康中国事业任重道远，迫在眉睫。

没有健康就没有生命，就没有生命的质量。没有健康

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大国崛起，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人之为人，生生不息。唯有万物生生，人类才能不息。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大德，敬畏生命。

又到海棠盛开时节，嫣红姹紫，满树明艳，美

不胜收。新冠病毒也挡不住春天的脚步，戴着口

罩也不可无诗。漫步在明丽的海棠花间，想起的

首先是宋代苏东坡的名作：“东风袅袅泛崇光，香

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

妆。”前两句写动情之花，后两句写惜花之情。以

拟托喻，以动渲静，辞巧韵工，意永味醇，写出了

无限的欢忭和明媚。

唐代白居易有一首《惜牡丹花》：“惆怅阶前

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

衰红把火看。”白氏的“夜惜衰红把火看”，乍看与

苏氏的“故烧高烛照红妆”有点相似，但白氏写得

凄凉冷寂，远不如苏氏的温馨畅美更具亲和力。

温庭筠也有一首《夜看牡丹》：“高低深浅一阑红，

把火殷勤绕露丛。希逸近来成懒病，不能容易向

春风。”写的同样是“把火”看花，但枯涩干瘪的平

铺直叙，亦远不及东坡居士笔下深幽曲婉的万种

风情。

接下来的诗坛，“把火看牡丹”就不如“烧烛

看海棠”更流行了，这与宋代释惠洪《冷斋夜话》

中的“海棠春睡”这个“梗儿”是有一定关联的。传

说唐明皇登沉香亭召见贵妃杨玉环，见她沉醉未

醒，醉颜残妆，说了一句“海棠睡未足耳”，从此

“海棠春睡”就成了典故。在宋代诗人眼里，海棠

这位美妙佳人究竟该不该“睡眠”，也成为了一个

饶有兴味的话题。

因为东坡居士写了“只恐夜深花睡去”，别的

宋代诗人不好意思再重复这个思路，所以只好各

逞才思，另辟蹊径。苏东坡说担心海棠“睡去”，陆

游就说不担心海棠“睡去”，反而宣称海棠“睡去”

会更美丽。陆游笔下的海棠更多一份飘逸和通

脱：“雨霁风和日渐长，小园尊酒答年光。直令桃

李能言语，何似多情睡海棠。”杨万里也是支持海

棠“睡去”这一“派”的诗人，并且为了海棠花不肯

“睡去”而反复追问。他写道：“木蕖篱菊总无光，

秋色今年付海棠。为底夜深花不睡，翠纱袖上月

和霜。”持相同观点的另一位诗人沈与求，则更恳

切地写出了“花睡去”的妙处：“剪成香蜜缀疏枝，

度腊争春已恨迟。清夜无人花睡去，小园风露更

相宜。”他认为海棠花儿含露酣睡的风致是最为

宜人的。当然也有不在乎海棠睡眠问题的宋代诗

人，吴芾就主张心情好坏不缘于花，而是缘于一

起看花的人。他认为不能和好友一起赏花才是影

响看花兴致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寄给友人的海棠

诗中，他感叹：“海棠已赋十分妆，细看妖娆更异

常。不得与君同胜赏，空烧银烛照花光。”正所谓

人诗非我，人云勿云。发现才是创造，新鲜才是魅

力。有不同的性灵，不同的涵养，不同的境界，也

才会有出人意表的不同笔墨。

宋代以后，缘于苏东坡《海棠》诗的巨大影

响，海棠的“睡眠问题”也经常被诗人们提上议

事日程，而且总能够从新异的角度开掘一番新

意，呈现另一种俊美。金末元初诗人李俊民说：

“轻风袅袅泛崇光，长恨司花不与香。春睡一声莺

唤起，却教老眼见啼妆。”他认为海棠的睡眠是

被黄莺给唤醒的。明代诗人赵釴笔下的海棠则增

加了一点细节和趣味，他说：“醉后移檠看海棠，

娇姿如醉半依墙。无端惊起花间蝶，飞扑银缸乱

晚妆。”另一位明代诗人张肯比赵釴则多了一份

生态环保意识。他为了海棠树上的一双宿鸟，特

别提醒人们不要烧烛进行打扰：“双双何事为春

忙，花底飞来羽翼香。今夜且留枝上宿，莫烧银烛

照红妆。”后来到了清代，诗人郑用鉴的海棠诗中

依然在劝人们“慎莫燃犀照”，给出的理由是怕看

到落花而伤感：“细雨廉纤小院中，凭栏淡冶满芳

丛。夜深慎莫燃犀照，祇恐阶前有断红。”相较而

言，我更喜欢另一位清代诗人孔继坤的《海棠》

诗：“几枝点染竹篱新，一笑风前独殿春。秉烛岂

愁花睡去，微吟还有未眠人。”他笔下的海棠多了

一些沉郁和厚重。诗人刘天谊笔下的海棠也别有

气韵和格致：“春宵争喜照红妆，谁解三秋亦信

芳。吟赏名花须冷眼，俗情空有热中肠。”思无疆，

境有界，人花合一，飒然风骨。

读了这么多关于海棠“睡眠问题”的作品，最

著名的还是苏东坡的《海棠》，尤其是那句“只恐

夜深花睡去”。这种“只恐”体的结构形式确实巧

妙轻灵，生趣十足，暗蕴一种无形的艺术规律和

结构技巧，值得探讨和借鉴。但借鉴不是照搬，探

讨不是模仿，最需要强调的还是诗人宝贵的发现

力和想象力。宋代僧人释惟茂在为山抒情时说：

“四面峰峦翠入云，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

移去，日午先教掩寺门。”金代元德明为楸树歌咏

时说：“道边楸树老龙形，社酒浇来渐有灵。只恐

等闲风雨夜，怒随雷电上青冥。”元代胡尊生在

《因官伐松》中替松树代言：“大夫去作栋梁材，无

复清阴护绿苔。只恐江头明月夜，误他千里鹤归

来。”明代僧人释函可在《秋燕》中说：“海水苍茫

何处归，深秋犹自傍人飞。旧时王谢皆泥土，只恐

重来我又非。”明代罗亨信在画马时写道：“渥洼

神骏气如山，顾影骄嘶朔漠寒。只恐化龙无觅处，

故教写入画图看。”清代诗人丘逢甲在《小松》中

低吟：“出林鳞鬣尚参差，已觉干霄势崛奇。只恐

庭阶留不得，万山风雨化龙时。”这种“只恐”体

的结构方式虽然相近，呈现出来的境界和襟抱却

各有各的灵趣和匠心。抛开固有模式看海棠，就

会进入另一个更多姿多彩的抒情空间。需要用万

花筒来观察，用多棱镜来探索。从宋到清，海棠还

是那树海棠，“只恐”体也还是那样年年岁岁花相

似，然而通过调换近景、中景、全景、远景，尝试平

拍、仰拍、俯拍、背拍，不同年代的诗人却都能够

发现各美其美的不同景致，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

亮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题材重

复并不可怕，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才会令人审美疲

劳。只要突出个性，找准视角，总能发现一些前所

未有的东西，唤起一些崭新的心灵震颤。

春天总是为我们准备着一份和前人不一样

的美好，一代代的海棠诗也是永远写不尽的。前

两年每到这个季节，诗友们都会赶赴南开大学的

迦陵学舍，簇拥在叶嘉莹先生身边举行海棠雅

集。今年海棠花季已到，而大概因为疫情缘故，尚

未听到雅集的讯息。但是面对无限春光，总是会

有诗情在胸中涌动的。谨献拙作《咏西府海棠》，

聊赘本文文末：“葩吐丹霞摒俗香，叶垂碧雾拥新

妆。飘轻嫩蕊牵清梦，舞最繁枝扶醉狂。睡去风柔

花正懒，醒来月淡蝶偏忙。兴酣只恐压工部，惟有

佳篇酬海棠！”

海棠图（绢本设色） 【宋】林 椿 作

抗疫丰碑（油画） 李 卓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