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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 告告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年相伴“阅”动京城
第十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将于

2020年12月8日-9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举
行。本届阅读盛典由“颁奖”“成就展”“阅读+”主
论坛和“阅读无处不在”分会场等组成。

铁依甫江诗歌中的抗美援朝题材创作
□艾克拜尔·卡德尔（维吾尔族）

铁依甫江·艾里耶夫（1930—1989）是当代维吾尔族
著名诗人，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
歌内容丰富、艺术精湛，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铁依甫江有着广阔的创作视野，新中国成立、社会主
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
进程，以及人民群众不断努力奋斗的实践，都在他的诗歌
作品中得到很好的呈现。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祖国，歌颂
人民解放军，歌颂民族团结，表达对祖国未来的信心，一直
是其诗歌的核心内容。这体现了诗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
的赤胆忠心和高度责任感。

本文着重探讨的是铁依甫江诗歌中的抗美援朝题材
作品。朝鲜战争爆发后，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请
求，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到达朝鲜。自此，揭开
了抗美援朝战争序幕。铁依甫江1953年10月至年底参
加了中国人民第三次赴朝鲜慰问团，到达朝鲜。在这两个
月的时间里，他创作了长诗《乌古尼沙汗》《尼格尔苏里达
特的信》，以及《我正向着朝鲜出发》《和平之歌》《当我看见
山》《友谊之歌》《向英雄们的祖国致敬》《我们经常想念着
你们》等短诗，歌颂中朝人民之间的友谊，反对霸权主义，
表达了同心同德、众志成城的决心。1956年4月，作家出
版社出版了铁依甫江的抗美援朝题材诗集《和平之歌》。
诗集前言写到：“这部《和平之歌》，其中大部分的作品，是
他赴朝前后的亲身感受和耳闻目睹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这些诗篇，写出了他对‘最可爱的人’和英雄的朝鲜人民的
敬爱。”

诗人在朝鲜写的《友谊之歌》中写到，中朝人民是唇齿
相依的好兄弟，是同甘共苦、肝胆相照的好战友。诗云：“人
生的愉快——/是真挚的友爱；/友谊的花朵，/冬夏开不
败。/山上松树在生长，/园里杜鹃在歌唱。/同心相连的友
人/敌人怎么能隔开。”

朝鲜人民的生活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遭到残酷破

坏，《和平之歌》中写道：“我亲眼看到了朝鲜，/同情的火焰
燃烧在我的心坎。/你呵，‘清晨之国’的美妙河山，/今天都
被战火烧成焦土和荒原。/在狂暴的弹雨里失措的母亲
们，/在山上，以穴洞代替家园。/她们万分仇恨地咒诅战
争，/以绞人的悲痛回想着昨天。”当然，诗作中也表达了包
括中朝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强大意志
和热爱和平、保卫和平、追求和平的愿望：“面临死亡的残
暴的帝国主义，/为了延长命运，妄想破坏和平。/人们有力
量保卫世界，/人们有力量拯救生命。”诗人1953年11月
25日创作的作品《当我看见山》，表达出侵略者的后果必

然是失败、霸权主义行径决不能得逞、朝鲜人民最终必取
得胜利的决心：“啊！有着大山般心胆的朝鲜人民，/我为你
感到的光荣，/就是写下千百篇长诗也写不尽；/你永远会
健壮年轻，/只有那从白宫袭来的寒冷将要绝根。”

长诗《乌古尼沙汗》于1953年12月21日在朝鲜完成。
在这首关于英雄的长诗中，作者尽可能地贴近真实生活中
的英雄，让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具有了感动读者的力量。诗
中叙述了志愿军战士小陈的真实而动人的故事。报纸上刊
登了这样一则消息：新疆一位100多岁的维吾尔族老大娘
去麦田拾麦穗作礼物来慰问志愿军战士们，并说，“一颗小
麦是一颗子弹”。这个消息给广大志愿军战士们带来了很
大的鼓舞。小陈在战场上听到这个消息后，激起无与伦比
的勇气，在激烈的巷战中消灭了16个敌人。后来，小陈受
了伤，在医院接受治疗时，从报纸上看到乌古尼沙汗大娘
逝世的消息，立即找医生要求再次上前线。诗中写道：“乌
古尼沙汗大娘的名字，/永远激励着我的心；/在战斗中鼓
舞着我的战友们的，/就是这个值得尊敬的母亲。/她那火
一般的感情，/在战斗里把我教育。/当我看到胸前的奖章
时，/我不由得把她想起。”这里所展现的就是根植于祖国
各族人民心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千百年来
传承的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

《尼格尔苏里达特的信》（有的译为《黑人士兵给妈妈
写的信》）写于1953年1月，也就是诗人前往朝鲜之前写
的。该长诗在《新疆文艺》1953年第4期发表。这是铁依甫
江抗美援朝题材创作的另一个重要诗篇。诗人通过想象的
方式建构起叙事，诗中描写了一位黑人士兵被迫参军来到
朝鲜，随后认识到了这场战争的错误，渴望从前线返回家
乡。黑人士兵将自己在战场的所见所闻，以及对帝国主义
的斥责，通过一封写给母亲的信来表达。诗中这样写到：

“朝鲜是属于朝鲜人民。/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因为他们
追求和平，/他们的言语是正确的……”诗作表达了那些珍
爱和平、捍卫和平者的真实心声。

《青㭎树》是仡佬族诗人郭金世的首部诗集，共收录了
160首写给父亲的诗歌。我们在每一首诗中都能感受到
诗人对父亲难以割舍的爱。这份爱不仅来自于他对父亲
的养育之恩的感激，更来自于对父亲身上所展现出来的坚
韧隐忍品质的崇敬，如诗人在诗集后记所言：“这组诗就不
仅仅只是我的爱与被爱，更重要的是其中还蕴含父亲的坚
强与责任。”

对很多人来说，父亲这一角色有着复杂的寓意。对于
郭金世而言，父亲虽然只是仡佬族寨子里一个普通农民，
但他一直是青㭎树般的存在，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他首
先是爱的化身，充满仁慈之爱。“我的年龄步步生长，其实
是你/用汗水摞起来，越长越高”（《许愿的三月开始繁忙起
来》），父亲起早贪黑地劳作，用汗水养育了诗人，诗人从中
体会到了深厚的爱，“细数你镶嵌在山梁上的脚印/渐渐向
你靠近，还有那只祝福你的山羊/从此我们之间得到了爱
与被爱”（《遗嘱延长了我们紧握的日子》）。当然，父亲的
爱并不只限于亲人，它是发自灵魂的，即使面对过路人，也
有着无比的热情，“你只是人们视线终端的过客/你对那些
从未谋面的人挥手致意/然后把梦想留给随风翻滚的苞谷
花”（《邀约一场大雪来看森林之海》），“你在世的时候喜欢
把房子建在三岔口/广交熟悉抑或陌生的路人”（《泪珠滴
碎额头上的皱纹》）。这种爱源自对生命的敬爱，以及对养
育了自己的土地的感恩，“你总是感恩生活的赋予，那片金
黄的/苞谷地丰满无比，包括挫折与失败的折腾/你都认为
是自己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匍匐在干裂的墙壁上》）。

在诗人眼中，父亲拥有着青㭎树般的品质，体现着生
命的坚强和对责任的担当。这种品质一直影响着诗人，成
为他的生命信仰：“所有营养慰藉一棵憨厚老实的青㭎树/
如此坚韧，从我端起酒碗的那个冬天/甚至未来，我必须永
远呵护着它”（《在酒碗里种养一棵青㭎树》）。父亲走了，
但是父亲身上的精神之魂依旧保留着，“我”要守护住那份
坚韧。诗人意识到，既然自己无法像父亲一样去守护家
乡，那么至少要守护住父亲那份青㭎树的品质，“我也和你
一样坚强/手指尖的苞谷也坚强/稳稳地站立在土地上/跳
动生命的狂欢”（《指尖上坚强的苞谷》）。这样一种信念的
传承，让已逝去的父亲依旧成为诗人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
部分，“你守望着你的田野，我坚持我的祈祷/目光聚焦香
烛燃烧的三月/灰烬的散去，保存无法隔断的亲情”（《心灵
依靠香烛牵线搭桥》）。

这位父亲一辈子都坚守在仡佬族寨子，因此写父亲自
然也是写故乡，诗人对父亲的思念融于对故乡自然的深情

抒写之中。诗集运用大量地域性特色的意象，还原了父亲
坚守了一辈子的故乡的样貌，表露出一种难以言表的真
情。诗人勒韦尔迪说：“诗歌不仅仅是才智的表演。诗人
写诗不是为了消遣，也不是给某些读者解闷。诗人的心灵
充满着忧虑，他挂虑着那些不顾一切阻碍、把他的心灵与
外部的可感世界联系起来的依赖关系。”对于年少便离开
仡佬寨、外出求学并定居于城市的郭金世来说，他与父亲
的关系即是他的心灵与故乡的依赖关系，如今父亲的逝去
使这种关系失衡了，诗人便对故乡产生了一种焦虑感，这
种焦虑迫使他去重新审视与抒写自己的故乡。

诗人把对父亲的思念融入到故乡生活这一诗学原点
上，同时蕴含在他对故乡的深情抒写之中：“生长在半山腰
的寨子，起初的三间茅草屋/已经装点记忆，如今八栋砖混
楼房/被一群鸡鸭牛羊围得团团转，腊肉挂满火炕/这一切
让你酒意甚浓，四季与大阳河共眠”（《忆当年》）。从茅房
到砖混楼房，诗人写出了故乡仡佬寨的变化。父亲逝去
了，寨子如同一个巨大的记忆盒，承载着诗人与父亲的种
种联系。因此，我们可以在诗中读到大量的故乡意象，如
青㭎树、仡佬寨、苞谷酒、太阳河等，这些意象的营造抒发
了诗人与故土不可割断的情愫。

可以看出，诗人对故乡进行了重构，重新绘制了自己
的精神故乡。“那一夜/你的灵魂轻盈地匍匐着，观察仡佬
寨的动静/那只大黄一直闭目养神，守候喜欢走夜路的你”
（《时间演化冬天的风光》），故乡在这里已不是生活记忆的
简单再现，而成为了一个象征——灵魂的归属地。诗人无
数次写到逝去父亲的灵魂在故乡的归途之中，“快到了，很
快就到家了/所有的森林、泥土以及所有的空气/和情绪都
舒缓下来，风也没有了”（《回家之路》）。灵魂在到了家之
后才得到安息。诗人借逝去之人写存在之人，表明永远走
在归家路上的是那些离家的游子，他们回望故乡，渴望在
回望中达到心灵的宁静。

远离故乡导致的焦虑，暗含着诗人对身份变迁的焦

虑。定居城市，身处多元文化的大环境中，个体的民族身
份、文化身份似乎不会被那么轻易地、强烈地意识到。但
是，它始终会作为一种“暗疾”存在，时常地爆发出来。所
以，郭金世在诗歌中不得不一再强调自我的仡佬族身份：

“我想，我可以苟且在陌生的城市/孤独地生活到孤独地
离开的那一天/然而孤独的心永远在寨子的夜空涤荡/穿
越千山万水回到安葬灵魂的森林”（《孤独的蚂蚁保存瘦
小的时光》）。诗人虽在城市，但滋养着仡佬族文化的土
地就如精神胎记一样深深地刻在他的灵魂中。不管物理
距离拉开了多远，诗人与精神母体的距离从来没有真正
拉开过。

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故乡不仅是一个地域性的存在，
更是他们精神文化的依托，是一个融入地域、血缘、文化信
仰、风俗习惯的共同体。因此，当我们翻阅《青㭎树》，会看
到许许多多的民族元素，感受到强烈的民族意识。例如，
诗作《时光无法碾碎的照片》中写道：“布谷鸟发现我在三
月的青㭎树下祭奠/香烛点燃满地祭品，向你低头叩首”
（《时光无法碾碎的照片》）。对“三月三祭奠”“祭树传统”
等风俗的细致描写，正昭示了仡佬族的祖先崇拜，以及讲
究落地归根的民族心理积淀。诗人将父亲、故乡与整个族
群都比作青㭎树，树木之根已经深扎入土地，成为诗人的
精神依托：“一棵黄昏途中修炼的青㭎树/坚如磐石，没有
随风飘摇/每当苞谷酒陶醉我的时候/这棵青㭎树就会让
我闭嘴/掏空酒碗里的仡佬话堵住胸口……”（《在酒碗里
种养一棵青㭎树》）。

综上所述，对于郭金世而言，亲情、故乡与民族是互相
连接的。父亲在诗人心目中背负了巨大的象征意义，其与
象征着爱与坚韧的青㭎树品质异质同构。对青㭎树品质
的书写，不仅构成了诗人的生活信仰，同时也承载了诗人
深层意识里的族群记忆。可以说，亲情、故乡与民族的三
重奏，使得整部诗集在情感上显得真挚热烈，展现出了令
人动容的情感力量。

亲情、故乡与民族的三重奏
——读仡佬族诗人郭金世诗集《青 树》 □钟世华 陈坤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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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白庚胜先生的散文《屋后海
棠》，除了欣赏优美的语言文字之外，被一股
饱含深情的暖流包围。作者在作品中用独到
的意境和修辞对故乡进行回望，述说了对一
个群山包围的村庄的离愁别绪。

白先生出生于丽江拓东村。这是驰名中
外的茶马古道上的一个节点，多民族杂居，多
种文化交融。各民族历经迁徙、贸易、婚嫁，
以及碰撞、冲突之后，交往范围不断扩大，融
合程度不断加深。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在
党的领导下，逐步兼容并蓄、相互包容、共同
发展进步，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格局。在拓东古村落，各民族如一丛海棠
树，怀着共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发
展进步。

就是在这样一个村落里，孕育了一个家
庭的优良家风。对孩子来说，最好的家庭教
育，不是父母有多大成就，给予孩子多少金
钱，而是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白先生出
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但这个家庭有着昂扬
向上的精神风貌。白先生的父母挺起脊梁，
从不向命运低头，而是笑迎日出日落的每一
天，并在屋后种下一排挡风护院的海棠树。
一到冬天，“惊沙猎猎风成阵，白雁一声霜有
信”，那排陪伴他家走过峥嵘岁月的海棠树，
成了最好的防风林。

白先生的母亲是从100多里外、金沙江
边的热水塘村嫁到拓东村的。作者写道，“嫁
入我家，母亲的一生便嫁给了贫穷、困苦、灾
难。”但她挑战人生，“总是笑对艰辛，以苦为
乐，从不自怨自艾，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积
极面对生活，把上山砍柴与拉松毛、下地播种
和收割，以及厨艺、女红、制豆腐、做凉粉与嘎
拉皮、酿酒、熬糖、帮别人接生等十八般武艺
展示得样样精彩”。她为公公养老送终，服侍
过早病倒在床的丈夫，
生下8个儿女。他的母
亲与屋后海棠一道，“目
睹了家乡的一系列社会
巨变，并先后送走了爷
爷、父亲和五个哥哥姐
姐西归”。但是，她就像
那些树一样，默然而坚
韧地承受这一切。他的
母亲喜欢言传身教，比
如“烧包节”前后，母亲
从拓东走 20多里进城
去卖海棠果，给读书的
小儿去换一件寒衣，而
自己生病了却舍不得抓
药。后来，白先生到北
京求学甚至出国，他母
亲殷殷嘱托：“到了海
外，见了樱花不要忘了
屋后的海棠花，吃上山
珍海味不要嫌弃家乡海
棠果的酸涩与甘甜。”

从这篇散文中，我
还读到了一个学人的奋
斗史。《屋后海棠》着力
从屋、树、果写到人。海
棠只要种活，“它只有一生的奉献，别无所求”。白先生念念不忘的屋
后海棠，10年前老屋新主建楼时已经砍掉，亲手种植海棠树的慈母
也早已离世，真可谓“夜闻马嘶晓无迹”。但是，关于母亲、老屋、
海棠，白先生肯定终身铭记于心。他深知，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
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母亲种下
的海棠树，是人生树、生命树、品德树，必将永远活在他心中。由树及
人、人树合一。正是因为海棠树的优秀品质浸入骨髓，白庚胜始终胸
怀远大理想，秉承纳西人好学上进之风，从拓东村出发，走出玉壁
金川，穿越云贵高原，不断挑战人生，奏响奋斗之曲，成为知名的
学者。

海棠树没有白杨伟岸挺拔，它因易种易活而为人所知。有这种
树在，春可赏花，花团锦簇扑鼻而来，秋可收果，嚼果先酸后甜且可入
药祛病。这可谓叶茂、花娇、果硕，一树俱宝，不求索取，只有奉献，因
此它又是不凡的。它代表着纳西人的品德和风格，引无数的骚人墨
客赞颂，留下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因此，想要在旧题材中写出新
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白先生的《屋后海棠》却独出心裁，透出
对故园的深厚情感，写得情真意切，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作者不
单纯是写树，而是在对一排树和一段岁月的回望中，融入了对母亲的
思念、对人生的感受。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白庚胜写这篇作品，重在抒写自己
的生命历程和生命感悟。这是一次“不得不写的创作”，属于有感而
发，至于读者怎么阅读和评价，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但我相信，因为
《屋后海棠》的独具一格，它会如陈酒的醇和普洱茶的香，让更多的读
者读后受益。

冈

“阅读+”主论坛
对话1：十年推广路—北京全民阅读经验总结分享
时 间：2020年12月8日9:30-12:00
对话2：展望“十四五”—北京全民阅读规划建议
时 间：2020年12月9日9:30-12:00
对话3：出版机构、实体书店和图书馆在全民阅读

中的作用与地位
时 间：2020年12月9日14:00-17:00

阅读盛典6大亮点

亮点1：总结10年，致敬阅读，表彰典型
开幕活动由参观展览、总结预热片

播放、诵读表演、16+1区宣传部长阅读倡
议视频、领导致辞、颁奖、全场诵读等环
节构成。
亮点2：成就展：展现北京全民阅读的“新
时代新作为 新篇章”

本届阅读盛典打造书香长廊，集中
宣传推广北京全民阅读理念，直观展现
北京全民阅读成就；设立书香大道，将邀
请盛典嘉宾代表通过书香长廊，展示优
秀阅读推广机构风采。展览由前言、“北

京阅读季：十年奋进，光荣之路”大事记、
全年12个重点品牌活动和重大节展阅读
活动、书香北京评选、16+1区“一区一品”
阅读成果、北京联结社会力量开展全民阅
读的成效展示等构成，展览区同时利用垂
幅、天幕、书架等形式营造书香氛围。
亮点3：“阅读+”主论坛：10年回顾与5年展望

本届“阅读+”主论坛聚焦北京全民
阅读10年回顾与未来5年展望。活动包
括3场“阅读+”主论坛，20场“阅读无处
不在”分会场主题交流研讨。
亮点4：阅读大使发阅读倡议：让“一路
书香伴你行”

阅读盛典期间，北京阅读季通过书
香公交专车、书香地铁专车，营造书香出
行氛围。同时邀请梁晓声、徐怀中、徐则

臣、陈彦、李洱、冯远征、蒙曼、聂一菁、春
妮、李杨薇等名人阅读大使向市民发出
阅读倡议，以公益广告“扮靓”出行空间，
让“一路书香伴你行”。
亮点5：特色阅读空间里的交流—让市
民体验“阅读无处不在”

“阅读无处不在”。本届阅读盛典期
间，选择20个有代表性的特色阅读空间
作为分会场，面向大众举办形式多样的
阅读主题讲座和交流活动，让更多的市
民参与阅读、体验阅读。
亮点6：阅读盛况—融媒精彩呈现

北京阅读季将联合10余家融媒体平
台全方位报道阅读盛典盛况，以直播、访
谈、视频、音频产品等形式为广大读者送
上年终“阅读大餐”。

“阅读+”主题交流分会场

时 间：11月
27日-12月31日

内 容 ：“ 阅
读+”主题交流分
会场集中三个主
题：“北京文化”主
题阅读分享、“阅
读 点 亮 美 好 人
生 ”主 题 分 享、

“传承优良家风
共享快乐阅读”主
题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