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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河

◇名家

今年初夏的某一天，一向以稳重、谦卑而深得

人们抬爱的一位朋友给我来一则微信，朋友在微

信中郑重而严肃地说，“我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

智者。”我读完后有一种石破天惊的感觉，在当下

这个崇尚或者假装低调的时期，标榜自己是“诗

人+智者”的人究竟在玩什么套路？公开用文字向

公众作如是宣言的人没准就是个疯子，或者真就

是个尼采一般的人物。

给我发微信的人叫赵新林，和我有着过命的

交情。我们从 1990年开始交往，我知道他是非常

典型的知识分子，“诗人+评论家”是他的标配。

在一个有雨的中午，我约了他，在一家小饭

馆，我俩喝酒，聊起了久违的诗歌。那天中午，新

林醉了，我也醉了。我只记得我极力怂恿他把诗

歌整理出来，找家刊物发出来，用来向我们年轻时

的文学梦想做一次深情的回眸和最后的致敬。第

二天一早，他从众多的诗稿中选出了 22首，他给自

己的诗歌命名：《潜语》。

作为一个中年的知识分子，赵新林的组诗《潜

语》带有叫我着迷的梦幻性质和诡异的色彩，他的

言说集中在词与物的精微考究之间、在自由与专治

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永恒与已逝之间……

最叫我兴奋不已的是，三十年过去了，他的言

说方式依然葆有真正的诗意。透过诗歌，我看到

了一个诗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的日常生活与诗歌

是如何建立起一种关系的。由是，一个诗人的真

实世界向我们渐次展现，直觉、情感、奇异的经历、

怪诞的情境以及幻想都是他笔下的承载，他的世

界是虚幻的现实，从技术层面讲，这牵扯到语言、

词汇、描写、叙事、抒情，最为关键的是直觉。

多年以来，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文学写作在

本质上是门手艺。只是这门手艺的背后是思想、

语言修养、训练和天分在做支撑。好了，我们一起

去看诗人的手艺如何。

《潜语》开篇为《五月》。五月，作为一个时间单

位，它是一种客观存在。而诗人笔下的五月却“不为

人知”，诗人自己自然是知道的。他不是感知时间，他

是“看”到了时间——五月。没有人能把“时间”说清

楚，包括霍金。“未融的雪，仍悄悄压在一朵迟开的海

棠花的蕊上”，这是诗人看到的五月之“物”。诗人把

无形无影的五月转化为可视可闻（子夜的寒风）的“实

有之物”。此诗写法高级，有炫技的成分，诗人在神秘

的超现实氛围中完成了对时间的理解和书写。值得

关注的是，此诗可以倒着读，只需把开头的两句互换，

并不会影响到诗歌的内部秩序和韵致。

第二首《朝露》，是自传性因素浓郁的一首

诗。作为创作主体，“我”的参与度非常高。“满座

为客的群山/率细小和奔涌的水、风的吟唱和遍野

的晨雾/向我而来，向我们而来”。我写什么，什么

才存在。诗人的态度就是如此霸气。“朝露”是易

逝之物，书写朝露，诗人首先要做的事情必须是：

给时间定位。什么是现在？“现在”是诗歌写作的

一个时间之谜。诗中出现了“我们”（照亮我们的

世界）值得关注，这个词的出现，使“时间”向后延

伸，变得不再受限制。“朝露”也就不再是一个短暂

性事物，惟其如此，“旭日即将升起”，诗歌才有了

第三节。“我们”成为推动诗歌向前发展的一种能

量。在诗歌创作中，一个词语的出现往往会使作

品的完成度更加丰满。

第三首《灵河》，是一首肃穆而温情的诗。曾经

听新林讲叙过他的过往，早年高中读书时期，他会

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一处古旧的寺庙，有时候，他

会在寺庙过夜，看满天星斗。这一次，子夜时分，他

又来了，他来到北川。此首写诗人与万物的交流。

对于一个更多地浸润于中国古典文化之中的

人来说，无论诗人的内心所展开的“对白”也好，还

是“潜语”也好，更多的时候都是与大自然之间所

展开的，更多的时候，与大自然的对话，是诗人写

下的内心语言，也是许多诗人写下的内心语言。

大自然作为诗人内心对话的对象，是一个十分庞

大且意义丰饶而复杂的存在。大自然之“在”本质

上是“因我而在”。

新林一直认为，大自然是一个充满灵性的生

命体，大自然有自己的意志和语言体系。大自然

言说充满了诗性，也充满真理性的暗示。而他对

大自然的言说则更多地体现了征询性与探究性。

因此，这种类似于问答式的交流是融洽的，是饱满

的，是充盈于人的一切意识状态中的。

新林说，自己在大自然中犹如赤子，而赤子之

眼所见者，并非事物的本质，正如使徒保罗所说：

“看得见的东西是被看不见的东西主宰的。”看不

见的东西中才包含了事物的本质。看得见的东西

很少很少，而看不见的东西却非常巨大。与大自

然的交流，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与大自然中看得见

的东西进行着对话，但实质上，自己更多地是在与

那些大自然中存在着的看不见的东西进行对话。

而看不见的东西并不因为看不见而永远保持沉

默。只要静下心来，沉潜其内，心就能听到它的言

说。许多伟大诗人的诗就是将他听到的这种言说

转达给我们。读诗歌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通过诗歌

听到和领悟这种言说一一如果自己听不到的话。

诗人是大自然言说的最好的倾听者，倾听诗人的

“声音”，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倾听大自然的言说。

新林说，他对听到和听懂大自然的言说充满

了渴望，而大自然对诗人的言说通常情况下是一

场肃穆的恩典。与大自然展开对话，可以使人类

惶恐不安的内心获得宁静，获得一种彻悟。

之后，《潜语》收入了十数首别开生面的作

品。如《信笺》专写清代名医叶天士。

叶天士有一个著名医案，是以梧桐叶为药引的

故事。有位孕妇难产，接生婆束手无策，家人已经

请了一位名医开方诊治，但并未见效，家人们最终

请来了叶天士。叶天士绝非神仙，却是一个懂得与

自然对话的人。他查看过孕妇的情状，又看看前面

的大夫开的方子，药证相符，方子开的没有问题，可

为什么都不见效呢？叶天士便到庭院中踱步，院中

有一棵梧桐树，时值秋分，就在叶天士苦思冥想时，

恰好有一片梧桐树叶从眼前落下。叶天士心中一

亮：药方没错，只是缺一味药引子。他弯腰捡起梧

桐叶，让孕妇的家人拿着这片梧桐树叶跟之前的药

一起煎服，服药不久，婴儿呱呱坠地，母子平安。

叶天士如此诊病的奥秘何在呢？原来他诊病

当天恰值秋分之日，寒暑燥湿交替季节，梧桐叶纷

纷落下，人与自然互为相应，同气相求，故在原方

中加入梧桐叶以求其气，并引诸药达于病灶，瓜熟

蒂落，桐籽熟叶落，合而为一，故药效如桴鼓。鲁

迅先生曾经如此讲述了这个故事：“先前有一个病

人，百药无效；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先生，只在

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

愈了。”医者，意也。“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

气 。 其 先 百 药 不 投 ，今 以 秋 气 动 之 ，以 气 感 气

……”这则医案表明，作为医者的叶天士在与大自

然的对话中领悟到了“天人合一”的妙理。

许多诗歌，都是诗人与自然展开对话过程中

内心“对白”的语言呈现。这种“对白”或“潜语”是

非常有价值的，这是人向大自然探询真相的过程

的纪录，是人的心灵之旅以诗歌方式的呈现。

诗人，作为与大自然的对话者，也许存在着一

个如何获得话语权的问题。如果没有获得话语

权，那么大自然会保持沉默，这样，“对白”实质上

就变成了内心独白。只有获得大自然的回应，这

种语言才可以称之为“对白”。只有获得大自然回

应的“对白”才是更有质量的，才是意义更丰富的。

这首诗属于叙事诗，诗人有感而发。结尾一

句点题。由于过白，破坏了整首诗的韵致。诗歌

的抒情有它特殊的修辞，直白会使诗歌的暧昧性

大打折扣，从而会降低诗歌的审美品质。

新林兄是吕梁市围棋协会主席，对弈构成他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弈者》一诗营造的气氛刀光剑影，

剑拔弩张，充满肃杀之气。至第六句对立双方成你死

我活的胶着状态，忽然笔锋一转“见群龙无首，吉”。

直接用乾卦中的用九爻辞入诗。用九只有乾卦中才

有，是对整个乾卦的俯视。我们何不把黑白对弈解读

为诗人对人生的一种态度和立场呢？结尾四句是风

雨雷电过后弈者的澄澈状态。这首诗张力强大。若

说诗人是智者，这诗就是诗人提供给我们的佐证。若

论题旨，不出道家老庄一端。

诗 人 在 黄 河 东 岸 ，看 到 黄 土 高 原 的 满 目 疮

痍。《起风》中“你的长发”、“你的头顶”、“你的双

眼”都是由诗人眼中所出。至第五句“诗人啊，我

邀你到黄河西岸”，角色互换，诗人成为“你”。诗

中出现“你”、诗人，“我”三重身份，实际上是两个

人物（把黄土高原拟人化处理）。“酒杯”在诗中作

为一个抒情道具存在，为诗人的胸中块垒充作障

眼之物。

在诗人心中，海子是伟大的诗人，大到和日月

星辰，江河大地一样。《海子》一诗，用易经八卦来

状写，来结构。用的都是大词，语言（句子）与八卦

的释义对应缜密。这与诗人长期研习易经有关，

或许，诗人发现了易经八卦与诗歌结构之间存在

着一种天然的审美上的关联？

诗人生活在北川河，《北川》这一首，写“我”与

大自然的关系，比庄子的“大地与我同在，而万物与

我唯一”则更进了一步——我本身就是自然。诗的

起句说我的北川，说明我是我，北川是北川。写到

第六句，我已成北川，诗人仍不停笔，结尾再补一

笔，我与自然是琴瑟关系。诗写的花团锦簇，风流

旖旎，乃诗歌中的上品，我还想说，诗歌的质量与诗

歌的体量没有对等关系，只和诗人的手艺有关。

新林具有强烈的诗人性情，他像一只探索暗夜

的猫，总喜欢在夜晚展露他的才情。《夜行》一诗，气

氛静谧、神秘，有一种超现实的迷离与美妙。不明

亮的星光、仅见轮廓的远山、带有阴影的众树、细小

的紫花地丁，都因为“我”的“行”而缀成一种唯美。

由此，获得一种仪式化的诗学秩序。对星光这一意

象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诗人用“并不明亮”、“仅够

分辨远山的轮廓”对星光两次限制，由是，远山、众

树、紫花地丁才有了审美意义上的分寸感。论诗必

须接触到修辞学，这牵扯到意境，诗歌中的审美，若

只到题旨层面，终觉大而无当。

同样，诗人也喜欢冥想，但《冥想》一诗，并没

有人与诗中的“我”对视。“你”“我”同为一人。完

全是自我倾诉，自言自语。这一首可谓是漫天彩

霞，电光火石，气贯长虹，排山倒海。是大写意之

作。诗人使万物变形，赋予叙述对象以抽象的元

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元气充沛的新鲜感。

我把这样的诗作称为热抒情。热抒情诗人以

强烈的躁动、绝对的自由，致力于探寻诗歌的哲学

意义与精神深度。

诗是词语的艺术。《词汇》一首写的是诗人的

诗歌立场和诗歌抱负。就书写范围而言，诗人认

为，诗歌无所不能，上至碧空，下至黄泉。词汇其

实是诗歌的替身。这首诗确切无疑的、不妥协的、

强硬的态度表明作者的身份就是诗人。诗人的日

常生活与诗歌写作合二为一。词汇现身，诗人身

份确立。《潜语》缺了这一首，我对赵新林的诗人身

份还表示怀疑，有了这一首，情况变得不一样了，

新林的诗人身份被辨识、被印证，亦能坐实。

新林是很喜欢出游，拜访和约见朋友的。《花

事》一诗，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叙事诗。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小说的构成要素，此诗中全有。按理

说，这在诗歌写作中是大忌。可诗人偏要这么写，

难道诗人暗藏了别的修辞意图？诗人安排素以妙

人出场搅局，使原本设计的主角弈者退到幕后，成

为配角，至此，诗人用花事对抗弈战的写作企图暴

露无遗。结尾两句，似有蛇足之嫌？诗歌之美，美

在朦胧，美在暧昧。

木心是新林喜欢的文学大师。但《木心》一诗

采用的却是借尸还魂的手法，借木心写自己。是

诗人的灵魂自白。“鸣鹤在荫/其子和之/我有好爵，

吾与尔靡之”“中孚卦”第二爻辞，启示着分享的精

神，有诚信立身的意思含在里面。是诗人写给木

心的致敬词或者颂词。

在《手稿》里，“你的手稿”其实是“我”写的。

通过代词的不确定故意“欺骗”读者，是诗人写作

的一个特点，一个“伎俩”，是诗人在放幺蛾子。就

诗歌的感情色彩而言，这一首自恋情节浓郁。

作为诗人，新林深爱自己的故乡。在《祖屋》

里，就住着祖母和词汇。词汇因世事沧桑而生。

花生这一意象不可轻易跳过，最初，祖母与花生的

关系是“剥”，后来，当诗人打算书写祖屋时，祖母

与词汇隐居起来了，学起了花生的样子，并且外壳

粗粝。此处，花生这一意象产生了语义移位。谈

诗歌，修辞上的暗喻不可放过。

《丹田》《倾听》《吐纳》《意象》，在写法上采用

了一个路数，天马行空，恣意奔腾，岩浆喷发一般，

毫无节制和控制。诗人多次告诉过我，他从易经

中悟出一套养生功法，已达到心灵上的随心所

欲。这四首，都是诗人在叙述发生在自己身上隐

秘的故事。诗歌总是存在隐秘的理由，诗人从易

经中获得的特殊方法，用之于窥视万物与内心，进

而架构起自己与外界的呼应，然后，以歌诗为载体

来讲述诗人内心与意象的对应。这样一种写作，

带给读者的是，阅读的狂欢和心醉神迷。也不是

毫无问题，在诗歌写作中，任何一种技术都是一柄

双刃剑。比如书写情绪，是信马由缰还是给予适

当的控制，这关系到诗歌作品的气质。

新林诗性深邃，立意很高。《寄望》一诗，一如

地动山摇之后，一切复归于平静，这首诗写的宁

静。“我欲颐养天年/又知命运未竟”。“我”是如何

“知”道的？天中一双眼睛告诉我的。诗人自信满

满。“我”对诗歌写作“葆有无尽的寄望。”

这一回的《潜语》，新林讲到这儿就打住了。

下一回他会再讲些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潜语的

本意就是暗地里对人说呀。有意味的是，他的许

多诗歌都写到了夜晚。

新林在《灵河》中这样写道：“子夜时分 人们

至村口燃起一把大火/火中我看到了童年奔跑于田

野中的我/空中有细微的呐喊 由远而近/由近及

远 道路从村头延伸至远方/乡亲们把此处看作路

的尽头”。诗歌书写了诗人与大自然的一次深情

的忘我交流。从通篇旖旎华彩的文字中透漏出一

种精神的狂欢与酣畅。

于是，不由想起屈原的《离骚》中那些具有神

性色彩的动物与植物。《离骚》中，自我是神，而且

地位凌驾于诸事之上。《潜语》不一样，自我与诸事

的关系是平等的。这是一种恍惚迷离的审美内

蕴，新林用性灵的文字来书写完成。这是一种元

气淋漓、想象雄奇的个性化书写，支撑各种叙述的

是，诗人绝对的自由和奔放的情怀。

初夏的又一个日子里，天上下着细密的雨。吕

梁学院中文系的老师们冒着雨从饭厅往圆梦文学

奖的评奖办公室赶。在雨中，赵新林嗓门很高地宣

布着他的诗歌立场。他告诉同行的人，他要把内心

的恐惧彻底消除，用诗歌写作的办法。我问，这个

办法有效吗？绝对没有问题，他回答。他企图运用

诗歌作为武器，用以制衡和反抗心灵上的枷锁。

“满座为客的群山/率细小和奔涌的水、风的吟

唱和遍野的晨雾/向我而来，向我们而来/洗去心中

与生俱来的恐惧/这些新鲜的句子，给我一种完全

彻底的感动”。

回望来路，我们有多少日子就那么悄无声息的

流走了，像东逝的流水，一去再也无法回头，记得几

年前，一个目光皎白的夜晚，新林对我说，才华极有

可能在一觉醒来之后消灭的无影无踪。当时，我心

里颤抖了一下。我后来想，一定是新林的这句话吓

到了我。是啊，青春不在，前面可供我们挥洒的日

子一定不会很多了。好在，岁月没有更改新林兄的

情怀。我特别地知道，真情怀真性情是一个杰出诗

人必备的品质。这种品质新林身上是有的。

我们为他祈祷。在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和

月光澄明的夜晚。

诗 人 的 独 白诗 人 的 独 白
——小论赵新林的组诗《潜语》

□ 白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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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小才容膝，墙低仅及肩。
方过授衣月，又遇始裘天。
寸积篝炉炭，铢称布被绵。
平生师陋巷，随处一欣然。

五 月
在山中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五月是一座空无人烟的村庄

未融的雪，仍悄悄压在

一朵迟开的海棠花的蕊上

从崖边瘦弱花朵的颈上

子夜的寒风呼啸而过

五月是一双干瘪而下垂的乳房

在山中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朝 露
我的灵魂清如晨曦中的朝露

夜空中的星光凝于我身

广阔无垠的大地上

众多的树在生长

你晨起的泪与夜晚的伤

我已了然于心

你极目处的远山与星光是

我对你的温暖一笑

你可知你的命运

已因这温暖一笑而改变

满座为客的群山

率细小和奔涌的水

风的吟唱和遍野的晨雾

向我而来，向我们而来

洗去心中与生俱来的恐惧

使我们变得自由，更加自由

旭日即将升起

照亮我们的世界

照亮孤寂街上每个独行的人

以及每个独行者的灵魂

使我们的灵魂

清如晨曦中的朝露

灵 河
子夜时分

人们至村口燃起一把大火

火中我看到了童年奔跑于

田野中的我

空中有细微的呐喊

由远而近,由近及远

道路从村头延伸至远方

乡亲们把此处看作路的尽头

看作送别亲人的地方

田园荒凉 夜色中群山起伏

如我一生衷爱的酒杯

盛满晚冬的雪

雪是故乡献予

远归亲人的新酿

在花之灵相聚的河上

我低声吟诵自己的诗

北川的风传送我的声音

更多的灵闻之而来

从悬崖之树的根

从汨汨清流的泉

从农舍空屋依墙而立的锄把

从山顶古寺的飞檐

从火炉旁一位老人端着的酒杯中

到来的 使空气充实

到来的 使我留在大地上的

脚印 瞬间成霜

到来的 使我不为人知的诗句

跋山涉水 如花儿一般

簪在远方等待我的姑娘的发上

到来的是夜风

吹拂着我的村庄和人们的梦

吹拂着无人岸边孤寂独行的我

吹拂着遥遥而来的大河

信 笺
叶天士是清代名医，鲁

迅先生曾如此写他：“其时是

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其

先百药不投，今以秋气动之，

以气感气” ——题记
整个下午

我都在专注地眺望一片树叶

那是一片梧桐叶

已在二百多年前

一个秋分的日子里落下

落进叶天士的医方里

成为药引

难产的孕妇依方饮下汤药

腹中胎儿应声落地

从叶天士的医方里

我拈出了这片叶子

这片微霜

轻染幽香冷冽的梧桐叶

犹如叶天士手书的一纸信笺

给我带来了天地造化的消息

弈 者
对坐卦山之巅

孤亭四周松林静谧

天宁寺肃穆如风

暗助弈者指力

肩冲之子扼住大龙之喉

黑白二气在楸枰上绞着——

“见群龙无首，吉”

弈者心事浩茫

弈者心静如水

弈者睛中的平和之气

辽阔如清秋深远的天空

起 风
你的长发业已不存

你的头顶荒芜如毛乌素沙漠

起风了，你的头顶白沙飞扬

沙子弥漫了你的双眼

诗人啊，我邀你到黄河西岸

手执岁月赠予你的酒杯

登上敛藏

你忧郁目光的黄土之塬

你的心将再获宁静

你的酒杯将再次灌满

沙子一般粗砺的语言

海 子
西北的天空，北斗七星升起

星光熠熠，我想起了孤独的你

天空的大湖阳气充盈

而你是一道灵光

潜行于深的湖底

屈原目光中的闪电击中你我

让我们以雷的姿势飞奔不息

空气中到处都是你的声音

到处都是你的声音

我浴身于你的声音之河

一群远山肃穆伴我

热爱着永生的大地

我不知你是否已悄然沉入大地

北 川
我的北川是排箫之一孔

自然之唇对着它柔和地吹

曼妙之音催生众草

令众鸟高翔，令众水相聚

令脚着素履的少女在花树下

久久伫立

久居北川，我已成北川

每一次的声起

都是我与自然之唇的

一次热烈拥吻

夜 行
那夜星光并不明亮

仅够我分辨远山的轮廓

穿行于众树的暗影中

星光并不能及于我身

间四处都有微弱的声响

恍若夜行人心中

渴望的缕缕星光

沉醉于脚底海绵般的小径

我听到一丛丛细小的紫花地丁

正在黑暗中悄悄绽放

冥 思
与我对视的人

你可知我的芬芳

来自地底潜行的真阳

我是水与雷电的语言

我的缤纷，是你心的斑斓

在我洁白之身的飞溅

我以盛放回馈你多汁的注目

当你目光收回之一瞬

我即已展开了

关于天空与大地的瑰丽之梦

词 汇
断水之刀锋利的刃

一面对向天空

一只鹰在高翔

一面对向大地

一朵花在怒放

涌向我的词汇如蚁群渡河

抱团而至，向死而生

刀刃劈开词汇之核

词汇照亮我的生活

我必须以诗句

把照亮我生命的词汇照亮

花 事
在五台山与弈友相聚

入住之馆名为拈花禅意

山中的野桃花方始盛开

桦树林正在酝酿一场新绿

积雪未融的黛螺顶

如入定之白头老僧

令我们频频仰视

野桃树下立着一位素衣妙人

双手合十，口中传出诵经之声：

诸行无常 诸漏皆苦

诸法无我 涅 寂静

我看见树上的桃花们在闭目静听

谁能告诉我，她们是否

也已在心中

随人而诵？

木 心
照片中的这个老人

双目炯炯有神，英气逼人

睛中射出的阳刚之气

充盈四周，直逼我的灵魂

谁说读诗就是阅读诗的语言

你的双眼

就是中国最古老的诗行：

鸣鹤在荫，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木心，你是如此地亲切

面对你就是面对了

我灵魂的故乡

手 稿
落满纸面的

是缥渺的云与苍茫的水

幻出青草气息的

是你少年时代销魂的初吻

你的手稿春光澹宕，香气氤氲

每一个字都是一个秘密

每一个字都是一份欣喜

抚摸着你温润如玉的字迹

我的目光如一双颤抖的手

祖 屋
幽暗的祖屋里，

祖母骨节粗大的手

在油灯下剥开颗颗花生的壳

柔嫩的花生仁

从祖母的指缝慢慢滑落

粗瓷碗中落入的花生仁

静静地反射着祖母慈祥的目光

一些日常词汇

和祖母一起隐居在祖屋里

它们也学着花生的样子

长出了木质的粗粝外壳

若想品尝它们内里的甜美

必须耐心地把它们的壳敲破

倾 听
黑色的风从北山茅草的枯枝

从空无一人的土窑

破碎的窗纸掠过

与天空飞机的轰鸣绞着在一起

直袭我的丹田。阳光射进脑海

响成波浪状的五彩之声

线条纷繁 无喜无悲

身体是一只埋进阳光中的杯子

等待接满某朵云

载来的初春之雨

吐 纳
每一首令我心醉的诗

都凝集了诗人采自

天地间的真气

诗人睡了 诗中的真气不散

饱满如株株茁壮的玉米

我置身其中

清虚恬澹碧影森森

晨光从树荫一泻而下

悄然进入我龙腾虎跃的丹田

意 象
双目稍闭

脑海的虚空

就成了万花筒

变幻出各种形象

满目白茅粗粝地疯长于山野

大片黑色花朵在乱草下怒放

一只小狐在湍流中奋力游渡

花豹之眼在茂密丛林中凝望

我知道

是上帝有言

使我的脑海

不断涌现这纷杂的意象

寄 望
如一眼枯井

脑海空无一物

意象纷纷逃遁

我不知这是一种敞开

还是一种干涸

平如镜面的湖

突被钢铁之物搅扰

乱了远山下的灯火

天空无语而辽阔

有一双眼睛

在云中默默注视着我

我欲颐养天和

又知天命未竟

前程仍有高山大泽

上天，仍对我葆有无尽的寄望

潜
语

（
组
诗
）

□
赵
新
林
（
易
客
）

编后
诗人赵新林先生有笔名云：易客。

实际上，他作诗、说易、对弈之际，更喜欢以易

客之名示人。易者，云卷云舒，变化无常也；客者，

不是主人，来去自如也。在我看来，人生在世，任

情任性，精神自由，不囿于一隅，不执于一端，放眼

于过去、未来、现在，于世间万事，有感于心，便作

诗说易；闲暇之余，便饮酒对弈。此等逍遥自在，

庶几可为易客！《诗人的独白》作者白军君先生与

赵新林先生数十年知己挚友，知己评知己，诗歌配

评论，可谓珠联璧合。本期副刊，特别刊出，与读

者诸君共赏！ 李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