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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吕梁学院中文系、
吕梁师专 85届中文班、吕梁日报
社联合举办《易客诗文集》研讨
会。易客（1963 年 8 月 19 日—
2021 年 10 月 31 日），本名赵新
林，山西原平市人，诗人、诗评家，
是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
易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围棋协
会副主席、吕梁学院信息化与现
代教育技术中心原主任。赵新林
平生喜“易”与“奕”，2007年开始
使用“易客”作笔名，其诗作与论
文多见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丛刊》《诗歌报》《世界日
报》《山西文学》等刊物。

赵新林系原吕梁师专 85 届
中文班学生，生前留下了大量的
诗歌、诗论、诗评文字，其中不乏
公开发表于国内外知名刊物和报
纸，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2024
年，吕梁师专 85届中文班文学爱
好者收集整理赵新林生前所作诗
文，并于当年10月由山西出版传
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编辑出
版，书名为《易客诗文集》。

研讨会上，曾在原吕梁师专
中文系、吕梁学院中文系与赵新
林一同共事的专家教授，以及生
前文友田承顺、刘守文、赵建雄、
张海城、白军君、许春樵等人分别
就易客的为人处世和诗歌创作等
情况进行发言，《吕梁日报》政教
专刊“对话”栏目收集整理相关发
言，并从“易客其人”“易客其诗”

“易客现象反思”三个方面进行摘
编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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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承顺：吕梁学院原党委常
委、宣传部长

刘守文：吕梁学院中文系原
主任

赵建雄：诗人、作家。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
网络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山
西省作家协会诗歌专业委员会
吕梁分会主任

张海城：吕梁学院中文系副
教授

白军君：吕梁市文化学者
许春樵：安徽省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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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客其人

记者：“文如其人”的发端可追溯至《尚书》

中的“诗言志”，这个话题古老，但不掉队。当

下，“文如其人”的评价常见常用也常提及，仍对

文艺文学作品的鉴赏提供可借鉴的纹路。了解

“易客”必先走近赵新林，走近赵新林，必先知晓

其人、了解其人、懂得其人。

田承顺：我与新林相识于 1981年吕梁师专

筹建时期，虽然他在数学系，我在中文系，但第

一次见面就让我印象深刻。那个戴着眼镜的消

瘦身影走进我们宿舍，一开口谈的竟是《红楼

梦》的“好了歌”和《水浒传》的“招安斗争”，让整

个宿舍都震惊于这位“数学系才子”的文学造

诣。第二年，新林转到中文系，这种对文学近乎

本能的亲近，预示了他一生的精神走向。

1985 年，我们成为同事兼室友，那段时光

里，我们常与王春林、刘守文等年轻教师彻夜谈

论北岛、舒婷的诗歌。新林身上有种难得的纯

粹性——工作时严谨负责，面对强权不卑不亢；

私下里却是个激情澎湃的诗歌信徒。2015年夏

天，我清晰记得他顶着酷暑来借李旦初教授的

《新诗流派论》，那时他正给本科生讲授新诗课

程，那种治学的热忱令人动容。

刘守文：新林是一个很彻底的诗人。诗人

的质地往往根源于他的性情，没有诗或诗性所

需要的性情，大体不会有更好的诗才和灵动的

表达，也不会有自然天成的由他来又由他去的

写作，和飘来散去的作品的累积，乃至搜罗、打

包而后印成厚厚的文本。新林的性情，按西方

人的说法，应当是纯粹、真率、坦荡而且自我的，

但他的这些纯粹、真率、坦荡、自我，却又不是西

式诗人的样貌，他的骨子里还藏着几分气质的

冷硬，倒更像是既往传统时期的士人，往往多有

亦狂亦狷的面目。新林能诗好酒，都浸润着这

样的格调和意谓，所谓狂不得也狷不成，心性或

人格是不免有几分分裂和悲凉的。而这些性情

或格调的东西不一定是学识的后果，倒可能就

是长在骨头里的文化性情。

赵建雄：赵新林于我而言，亦师亦友亦兄

弟，他的憨直质朴、谦和温润、睿智洒脱、友善内

敛、神秘隐忍、追求自由等等，这些集于他一身

的美好品格，总是让人愿意跟他接近，令我们话

语很投机、处事无拘束。

他的诗论《在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中

写道，“1987 年，我认为，诗是灵魂孤独者的呓

语。1989年之后，我认识到，诗人是洞穿黑暗直

达事物本质的行吟者；诗人的使命旨在关切存

在，思考存在之命运。自从有了这个认识之后，

我的心就一直再难以获得那种从容的、审美的

心境。目睹着身边发生的一切，我的心在孤独

和悲凉之间彷徨，彷徨于无地。”这就是作为一

个诗人，最真实的易客。正如王春林老师所说，

“新林是一个性情中人，拥有的是一颗纯粹的灵

魂。”所以，在生活的道路上，在生命的坎坷中，

在“诗”与“思”的对峙中，在“鹤”与“爵”的平衡

中，新林兄就成为了“一个独自提灯的夜行者！”

张海城：我和赵老师是师生之情。作为学

生，被他的诗情燃烧过，被他的激情冲刷过。课

堂上，他总是西装笔挺，唾沫横飞。那些相聚的

断片，时不时搅动心绪。我们之间还有传承之

分。赵老师和我讲过：“当初我从原吕梁师专校

长李旦初手里接过诗歌流派课程，现在你又从我

这里接过这一棒，希望你好好传承下去。”赵老师

的嘱托我谨记在心。我深知，需要传承的不单是

甚至根本不是一门课，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白军君：对赵新林的印象，我不好归类，也不

好下结论。他觉得他一直生活在上世纪 80年代

的阴影中。和他一起去跳舞，舞姿都是 80年代

流行的，他跳舞可以从晚上的 11点跳到第二天

的清晨。我认为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一直停留

在上世纪 80年代，这是我对他的一个判断。他

的性情和家庭生活环境有关系，熟悉他的人大概

都了解这和他从小的生活环境，以及他的家庭环

境有关，他为人正直、自我、纯粹、坦率。

许春樵：当年我们在华中师大住同一个寝

室，攻读文艺学专业新设的文学评论专业。新

林写诗，我写小说，王春林专攻评论，三人常为

法国新小说派争论到深夜。有次《文学评论》留

好版面等他论罗伯·格里耶的文章，他却迟迟不

交稿，我和春林不停地催促甚至逼迫，他才交了

稿。新林文人的纯粹性就在这里，他热爱学术，

钻研学问，可他通常是坐而论道、述而不作，对

学术给他来名望和功利，很是散淡，一副风轻云

淡的样子，这对于在做学问中苦苦挣扎的学子

来说，几乎做不到，但新林做到了。这便是他独

有的姿势，独特的魅力。

易客其诗

记者：易客生前，其诗文集中发布于他的微

信公众号《鹤与爵》。《鹤与爵》精致典雅、内容丰

富，涵盖荐读名家精品、诗友唱和讨论、作品点

评鉴赏和易客本人的诗论心得等内容。微信公

众号《鹤与爵》也是《易客诗文集》编委会成员在

整理编辑过程中，选取诗文的主要来源和专注

于编辑出版的重要的精神动力源泉。

田承顺：新林在诗歌创作上独具风骨、具有

求真意识和创新精神。在他的抒情短诗中，《自

由》显得尤为特别，这首诗所要表达的，是一种

誓言式的抒情，战斗式的抒情，语言是那样的刚

健清新，诗篇所提供的非审美信息，除了抒情主

人公“我”之外，那就是“任何人”，开首两句气压

千山，“我向世界发誓/我是自由的”，紧接着是

“任何人莫想以任何理由/剥夺我的任何自由”，

它所抒发的这种对“自由”的高度独立性，其实

是诗人在心灵与精神上为自己所构建的栖居

地，这种精神的自命是具有独立的精神品格

的。在我看来，新林的这种精神自命，他似乎是

要一己之力，为那些需要他的人们求得灵魂与

精神的自由，他的这种精神自命似乎具有某种

牺牲的品格在其中，是继承了诗骚精神的，是中

国传统诗骚精神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刘守文：新林天性里或者性情里生来就是

诗人。作为诗人，他对诗的感觉极好。往往有

着敞开的蕴藉，真率的隐意，未名的企向。在内

涵上，诗原本就是性情，并不能捏造。新林保持

了这一点，所以能得诗的些许之真，也就往往能

探测到现象背后的意味，并赋予这些现象以诗

的外貌，把性情里的疑问和缠绵的情志寄寓在

这些诗的句法和节奏里。换言之，诗人的本事

是借题发挥，而不是系统的工艺制作，如此，才

能不掉入矫揉造作的坑陷当中。诗人的诗性多

是兴感成就的，需要调发全身的感受，并进入即

将文本化的世界，才能真的获得超越日常心态

的“感受”而达到更高的“感知”的乃至“感应”的

境界。随机的、即时的感触及其间各种事与物

与心的关联互动，就会生成或构成诗的语义场

或者语境，其实也就是古人说的兴比赋的现场

化、氛围化。新林的诗很好地把握了这样的机

制，因而能把诗写得自如而自我，不生涩、不孱

弱、不雕琢，更不捏造。

赵建雄：他的诗词创作，扎根于吕梁乡土文

化，闪耀着深邃思想、艺术魅力和智慧灵性，展

现了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情感深度。诗风特质表

现为“自然与哲思的交融”，他常用山川、风雪等

自然意象承载哲学思考，使其诗意既具有乡土

气息、自然风味，又不失灵魂呐喊和哲学思考。

文化根脉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创作受中国

古典诗词意境美学的影响，但又不拘泥于传统

形式，而是以现代性语言重构古典意象。创作

立场为“冷抒情中的现实批判”，创作不局限于

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而是直面现代化进程中乡

村的变迁与生存的困境，他更倾向于以克制、隐

晦的笔触介入社会议题。文学定位为“小众化

与民间性”，更多地在小众文学圈传播。基于他

“诗人—教育工作者——文化守护者”的多重身

份，创作更具现实介入性和社会责任感，这五维

特质共同构成了他独特的诗歌美学。

张海城：“形之有无”源于易客诗歌中出现

频次较多的黑暗、黑色、黑夜、酒杯、拥抱等，它

们看似无关，实则具有一定的同质性。易客似

乎是用诗之形使无形之宇宙、自然、梵音、灵悟

得以具化。但这里的诗是一个名词，一种被称

为诗的文体。它具有一定的形式。但众所周

知，被这种文体所涵括的文字与世界是无形的，

更准确地说是无稳固形式的。易客之诗，可有

形，亦可无形，在有无之间形成了他“诗艺的奥

秘”。“形之有无”在易客诗中形成一种张力结

构，奠定了易客诗歌的核心美学特征。

白军君：我对新林诗歌的评价，有些观点和

张海城老师是相似的。首先新林诗歌之中的物

象与众不同，他用的那些关键词，都是新鲜的，

他的一些诗歌有点奇奇怪怪，正因为这种奇怪，

他有一种魔幻的色彩。说明他观察这个世界的

着眼点、方式、审美取向，以及对世界的认知是

独特的，这就是他和别人的区别。物象就是题

材，新林诗歌的取材和所有的诗人不一样，这个

值得我们专门研究。

诗歌就是谈物象、意象，意境这三点。新林

诗歌中的意象怪诞、阴暗，如梦如幻，充满灵性

和神性。在我的印象中，新林好像永远都在这

个黑暗中，给人的感觉是好像是关了灯、摸着黑

在创作。新林的诗歌始终存在着一个复杂、幽

深的世界，这是我对他诗歌意象的判断。

在美学这个维度上，新林诗歌的意境、审美

追求、艺术空间和屈原是非常相似。文字上旖

旎、华彩，审美底蕴恍惚迷离，大多数文字都是

深情的忘我交流、物我交流、自我交流、内心交

流，也是自我对白。

许春樵：新林的诗歌没有脂粉气，没有甜腻

感，更不廉价抒情，他的诗歌写自己的思考、认知、

发现和判断，甚至就是写语言本身，所以他很是迷

恋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他一直在路上，一直在寻

找、发现、思考的路上，诗言志，其实就是“诗之

思”，是海德格尔《诗·语言·思》的价值方向，在诗

人哲学家这一意志引领下，他与海德格尔一样发

出“诗人何为”的思考与追问。在他的诗歌创作

中，古典诗词倒没有了沉重与挤压，轻歌曼舞，轻

松唯美，如《听雨》《晨鸟》《潜修》《晓月》《古寺》等

等，诗中尽显他骨子里无法褪色的浪漫与自由。

“易客现象”反思与启示

记者：为什么会有《易客诗文集》，会有一批

人义无反顾地专注一个地方诗人的诗歌文集？

一定是易客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得到和影响了

生前好友、诗友、同学和学生，其人、其诗值得这

些人追溯、咀嚼，“易客现象”后来人去反思、去

研究。更有源于原吕梁师专 85 届中文班学生

执着于对传统文学的传承发展，他们更希望以

此激励后辈向上向善，做生活的强者和对社会

有用之才。

田承顺：新林以一己之力，在吕梁学院乃至

校园文学圈，形成了一个“新林现象”。新林在

他的文学世界里以其博览多思而赢得了更多的

人的尊重和爱戴，这中间包括他的老师、他的学

生、他的朋友，还有许多他认识和不认识的人。

这正如他的诗句，“夜空中的星光凝于我身”，是

的，正因为他在闪光，他在照亮，他在用“我对你

温暖的一笑”，让所有的人“你的命运因这温暖

的一笑而改变”，他为了改变他自己的命运、改

变所有的人的命运而做出过不懈的努力和牺

牲，这就是“新林现象”最值得研究和品位的一

道多解的题。

刘守文：对人生现实而言，诗人或者诗也许

并不建构什么，但它的意义，就在于可以从现实

感知的背后寄寓着更多的希望及其骚动。海德

格尔说人生该是“诗意的栖居”，但诗意的真谛

究竟是什么，其实是很难理解的，如果没有最直

接的精神的参详，我们是很难找到诗的背后的

意义的，栖居可能但诗意却不见得。换句话说，

诗人原本是稀缺的生命存有，如果真能有诗人

生活在我们的身边，还真是一件很值得随时领

会洞察的事情。新林是难得的曾经生活在我们

身边的诗人，他的诗里洋溢着诗人的充满真切

的精神世界及其意义的性情和灵魂，真是最为

难得也最可宝贵的。我希望今后，能有更好的

学术活动与研究把他的诗性精神开发显现出

来，使之成为时代的共同财富。

赵建雄：作为非主流诗人群体的代表之一，

易客的诗歌创作还没有进入经典化序列，但是，

从他现存的作品来看，其对汉语诗歌语言可能

性的探索，以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实践，

为当代诗歌提供了有价值的个案。他的作品更

多地在小众文学圈层中不断传播，也体现了民

间诗坛的生命力与多样性。尤其是易客的诗歌

中所体现的独特的意象系统和个性的思辨色

彩，其价值不仅在于文本本身的审美完成度，更

在于展现了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诗人对本土经验

与个体精神的持续叩问。这是非常难能可贵

的，也是源于他的生命哲学的。

白军君：新林走了三年多，仍旧是大家的话

题。说明这个人身上有值得大家念想的品质。要

我说，他的为人和为文最重要的一条是真实、不

伪。新林为人真诚，为文真诚，人如其文，文如其

人。他的诗和他的精神高度的一致，他不是一个

伪诗人。因为他为人真诚，所以他写下来这个文

字也是真诚。他留下 60万字的诗文集，是他真诚

为人和真诚写作的见证和记录。我总觉得新林还

活着，他活在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中。

许春樵：新林在文学与行政之间奔走了四十

年，不断地身份切换，以及双重角色的轮番出场，

撕裂了他的个性，限制了他的自由，伤害了他的

身心，耗尽了他的才华，他用诗歌探索他的人生

和存在的方式，用文论来实证他作为一个学者无

法改变的性质。他没有完成他的世俗化的人生

目标，但他早已实现并确立了他诗人与学者的地

位，《易客诗文集》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