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B2017年10月31日 星期二
编辑／杨文静 校对／李瑾 组版／李娜 全民悦读

■作者：李佩甫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平原客》

32 变化

作者：宫下奈都（日）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独
家
连
载

超薄阅读

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

长 篇 小 说《平 原
客》，是李佩甫又一部人
物群像雕刻的力作。这
一次，他将笔触对准的
是 当 代 官 场 生 活 。 以
一 群 现 代 官 场 知 识 分
子为中心，以一个高官
杀妻而走向毁灭的离奇
案件为线索，李佩甫描
绘了一幅当代官场文化
的生态图和社会变迁的
风俗画。

一手烂牌的人生怎么“破”

作者：树才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

【试读】 在诗的世界里，个性比钻石珍贵
第二天早上，李德林起床后，发现

饭已在桌上：碗里盛着小米粥，小筐里
放着现烙的油馍，还有煮鸡蛋、一小碟
咸菜，都是给出门的人吃的，很可口。

李德林走的时候，徐二彩送他到村
口。李德林原以为她还有什么要求，可
她什么也没说，就默默地跟在后边……
恍惚间，李德林竟有了亲人般的感觉。

刘金鼎的车已候在那里了。李德
林上了车，问：“人是你找的？”

刘金鼎说：“咋样？不行换一个。”
李德林说：“行啊，老爷子很满意。

那一万块钱，回头我给你。”
刘金鼎说：“只要人行，钱算啥？”
李德林说：“那不行。这钱我必须

给你。你要不接，我马上让她回去。”
刘金鼎忙说：“好，好，我接。”往下，

他又试探着说：“老师，你看这女子，长
得虽一般，也还……朴实吧？”

李德林嗯了一声，说：“不是说好让
她先照顾老人吗？”

刘金鼎说：“是，是这样说的。”
李德林说：“那就再说吧。”接着他

又说：“人嘛，看着没啥心眼。不过，我
都五十岁的人了，比她大得多呀……”

刘金鼎说：“只要你愿意，她还有啥
说的？”

李德林说：“主要是老爹这边，他有
人照顾，我也就放心了。”

刘金鼎说：“那就先试用一段。”
这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李德林

接到了刘金鼎打来的电话，说他父亲病
了，高烧不退，已送到县医院了。

当李德林赶到县医院的时候，他一
下子傻眼了。走廊里竟排起了长队，居
然还有一名警察在维持秩序……当李
德林绕过人群往前走时，那个警察拦住
他说：“同志，排队，排队去。如果是省
里来的，可以提前。”李德林不明白他什
么意思，说：“我就是省里来的。”警察
说：“真是省里的？省长他爹在二楼。”

李德林哭笑不得，慌忙上了二楼。
在楼梯拐角，李德林看见树山伯正咋咋
呼呼地让人排队呢。树山伯看见他，招
呼道：“德林，你可回来了。”李德林说：

“树山伯，你这是？”树山伯兴奋地说：
“人多，我得替你招呼招呼。你爹这回
可病得不轻啊。县里唐书记都来了。”

李德林虽气恼，但也不便多说。在
二楼的楼道里，他又看见几个乡亲正在
往楼道里搬花。那些鲜花、果品等顺着
走廊已摆成了两行……李德林刚要跟
乡亲打招呼，就见梅陵的新任县委书记

唐明生从病房里走出来。李德林赶忙
上前，责怪道：“小唐，你这是干什么？”

唐明生说：“李副省长，看你这话说
得！老人生病了，我能不来看看吗？”

李德林皱着眉头说：“怎么这么多
人？乱糟糟的，传出去像什么话？”

唐明生说：“省长，这不能怪我呀！
我也是听到信儿才来的。还有别的县，
人家非要来，我就管不了了。谁让你人
缘这么好呢？”

李德林进了病房，一看住的还是套
间，外间已站满了人，大多都不认识。
他顾不上跟人打招呼，直接来到病床
前，见父亲躺在病床上，正输液呢。他
问：“还烧吗？”

站在床前的徐二彩说：“输一天水
了，还烧着呢。”

李德林问：“到底咋回事？”
徐二彩说：“下雪那天，去地里搬了

几棵白菜。不让他搬，非要搬，冻着了。”
正在这时，刘金鼎气喘吁吁地进

来，说：“老师，市里薛书记听说了，马上
过来。”

李德林急了，说：“千万别让他们
来。你就说，已经走了，回省城了。”

刘金鼎说：“这，这，不合适吧？”
李德林当机立断，说：“现在就走。

金鼎，你替我要辆救护车，悄悄地。马
上走，回省里治。”

这时，徐二彩说：“还有这么多东
西，咋办？”

李德林不耐烦地说：“东西统统留
下，不要了。都给树山伯，让乡亲们带
回去。”

徐二彩怔了片刻，很茫然地说：
“那，我呢？”

这时，刘金鼎已经安排好了。他打
完了电话，走进来，说：“那还用说？跟
车一块儿走。”

其实，这次老人生病，最受刺激的
是徐二彩。她哪见过这阵势？她本以
为老人不过是受了风寒，躺一躺，熬一
碗姜汤喝喝就好了，乡下人都这样。谁
知，躺了一天，高烧不退，她怕出事，这
才用架子车把老人拉到了县医院。她
是到了医院后才想起打电话的。她给
刘金鼎打了一个电话，事情就起变化
了。不到一个小时，先是病房换了，四
人间换成了套间；接着，一群医生围过
来，这个听听，那个听听；再后来……这
个变化让她目瞪口呆！

一天之间，她长了不少见识。
（本连载完）

做人有做人的道理，作诗也
该有作诗的道理，这个白居易说
得非常透。诗歌从骨子里讲，就
是找到最合适的句子来表达情
感。两千年前的人，对离别有愁
怨，我们现代人也一样，情感贯穿
古今。诗歌之所以存在，就是因
为我们人类是情感动物，有情感
要表达。至于怎么表达，表达成
什么样，这是随着时代、语言的变
化，尤其是诗人个人的变化而变
化的。

每一个诗人带给诗歌的这个
特质，我称之为个性。每一个诗
人虽有感情，但表达感情的方式
可以完全不同。你可以豪放，也
可以平实；你可以写实白描，也可
以文采非凡，富于想象。就是说，
所有的材料都交由诗人去活用，
这个我称为诗人的个性，这个性
也是每个诗人的感情。我们每一
个小朋友，家庭不一样，爸爸妈妈
不一样，自己内心的感受也不一

样。上诗歌课，不是要“强求”小
朋友们去学习怎么写诗，而是让
他们去体会自己的那颗心，那份
灵动，那份想象，那份天真。

法国的诗歌，真的很好玩儿，
变化多端，千姿百态。读法国诗
人的诗，我们就像进入一个大花
园，每个诗人都像一种花或者一
株草，让我们看花了眼。为什么
会这样？因为法国是一个崇尚个
性的国家，各种个性都有发展的
空间。

写诗是特别需要个性的。你
的个性开朗活泼，立刻会反映在
你的诗的节奏、调子、词语上。你
的个性沉默内秀，你的诗也会沉
稳。每种个性都很好。我们写
诗，就是要让每个小朋友的个性，
都像一朵花、一株草，自由自在地
生长，开出自己的花来，或者长成
自己的一棵树。

我要说，每一种个性里面都
包含着天才。

最近几年，诗人、翻译家树
才，致力于向孩子们传授创作
和领悟诗歌之妙的“秘籍”，提
出了“童心即诗”的概念，《给孩
子的12堂诗歌课》即是这样的
诚意之作。他认为，教孩子学
习诗歌，并非要让孩子掌握一
种写作技巧，而是要通过这种
学习，引导孩子去发掘自己的
个性，发现心灵的自由和灵
动。如果孩子们掌握了这种与
心灵休戚相关的语言，他们便
不会轻易地被外界僵化、机械、
空洞的语言所挟持。诗将带领
孩子们去向更开阔、丰富的生
命之域，在漫长的人生中葆有
一颗柔软、细腻的心。

该书讲述一个生长在北海道
山区的青年，被钢琴的声音魅力所
吸引，立志成为调音师的治愈故
事。日本作家偏好励志故事，包括
运动、成长、生活等诸多方面，本书
是其中描绘职业成长的一部佳作：
主人公外村虽天赋平平、毫无背
景，且个性内敛、缺乏自信，但就是
在手头牌面平平的情况下，通过对
钢琴调音职业的信仰和执着，找到
了内心追求的东西。在现实社会
中，90%以上的人在人生道路初期
的牌面亦可用“平平”二字来形容，
很多年轻人随波逐流，变成了外村
所说的“大人口中误入森林、从此
下落不明的孩子”。这本书告诉我
们，迷茫的人生犹如森林，“热爱”
与“坚持”就是那条带领我们走出
这片森林的林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