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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对社会公共生活的
“介入”和“不介入”，似乎在任
何时代都能构成人们关注的话
题，并用它来衡量诗人和诗歌，
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这样就会把诗人复杂的感
受抽象化、标签化，正与诗歌的
本质相悖。这是因为，构成诗
歌方式的一个绝对重要的元素
是隐喻，隐喻决定了在诗人的
感知、想象和创造力中，一事物
愈是和其他事物发生广泛而深
入的联系，此事物获得的生命
力和存在感则愈强，它所辐射
出的世界的整体感和其本身的
独特性也因此而愈加凸现。因
此，严格来说，诗歌“是否”和

“能否”有效地对社会生活进行
“介入”与“不介入”，这个命题
本身就充满了分裂。社会生活
不是你想回避就能回避的，当代
社会中的人只能生活在当代社会
之中，社会生活在每个人的生活
和经验的细节上都会留下它的烙
印，那些去南极的探险者或者进
入太空的宇航员离我们日常的生
活场景最远，但他们和一个马路
清洁工与当代社会生活的距离同
样地密切。社会生活的网里总有
一根完全可见的细丝牢牢粘在你
身上，不会真的有什么生活在书
斋真空里的诗人，也难以想象会
真的存在完全沉浸于“自我”私人
空间而不与社会发生联系的诗
人。这甚至不是理论——只要一
个诗人没有内心分裂，只要他的
感受和经验与书写保持诚实的一
致，那么，诗歌所呈现的最后的文
本，就是对其感受、经验是如何与
生活发生联系的真实描述，以及
由此而来的由点及面、由特殊到
普遍的细致呈现。从这一点来
说，仅仅从修辞的意义上来解读
或者看待诗歌，是对诗歌这一文

体最大的歪曲——我从未见过比
诗歌更真实地、更具体地呈现诗
人所处那个时代面貌的作品，古
往今来那些杰出诗人留下的诗
篇，就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的记录：从微观的个人生活细节
出发，扩展至当下更辽阔的历史
生活场景，这是诗人对人类最伟
大的贡献。

由于某种可商榷的分类意
在使人们能够便利地讨论问
题，诗人写作的“内容”被“暂
时”地划分为“介入”、“不介
入”，其分类的考量基础已经把
诗歌的内容进行了题材上的划
分，也就是说有一种诗歌是“介
入”的诗歌，而另一种是“不介
入”的诗歌。批评家们根据题
材进行划分，相应地也有了读
者给予这两种诗歌不同的评
判。这种简单的划分除了带来
更为简单的、把人引向歧途的
争吵之外，同时也容易令人忘
记诗歌的本质和诗人的天职。
如前所述，诗歌的本质是将个
人极其微观的经验感受最大化
地与世间事物以及时间发生广
泛深入的联系，诗歌是通过这
种特殊表达和内在节奏引起读
者想象力重视并达到最大感受
认同的能力。而对于诗人来
说，一切可以通过阅读教育习
得的“技艺”最终会忠心耿耿地
尽职于心灵最渴望的“意义”。
在此，从诗人到诗歌——两者
保持着高度协调的一致性，互
相忠实于对方。诗人遵从诚实
的原则写下源于生活的诗句，
同时也需身体力行地接受自己
写下的诗歌的检验——我谓之

“不分裂的诗歌和诗人”——这
几乎是很多诗人梦想努力达
到、但做起来却相当艰难的事
情。当然，我绝不会为分裂的

诗歌辩护，无论它是“介入”的还
是“不介入”的。

不是说写一篇同情底层的
诗歌、或者反对文学工具化你
就是个好诗人，你就天然地拥
有谴责其他人的道德优越感。
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念事实上
像孪生兄弟一样有着一个共同
点，那就是真实生活与诗歌文
本的分裂，因为我从未见到过
没有社会生活的人，也未见过
只有社会生活、公众生活但却
没有自我和“个人”的人。但即
便如此，我也要说，假如一个诗
人丧失了对世界的想象力，丧
失了对他人、对其他生命的敏
感，丧失了对身边生活诚实的
表达，他也不会是一个真正的
诗人。如果说文学是“致力于
人性向善的努力”，人的关系中
天然蕴涵着伦理道德，那么诗
人的稿纸上就应该呈现“人是
关系的一个结（圣奥克絮佩里
语）”的笔迹，这是作为人类的
最起码的道德基础。值得注意
的是，在以善恶判断文学作品
的价值时，我记得法国哲学家
茨维坦·托多罗夫曾说过的
话：“做好一件工作是否总构
成善，不应仅仅根据它们是什
么而且也应根据它们被用来做
什么来进行判断。一个人必须
将其用途和后果一起放进头脑
考虑之中。这是因为，个人的
尊严并不建立在社会认可之
上，而仅仅在于良心和其善的
意义悬而未决的行为之间的一
致。”同时，我也记得他的同胞齐奥
朗的一句话：“一切道德对善良都
构成威胁，唯有漫不经心能拯救
它。”保持内心声音和实际行为的
一致——诚实。诚实。诚实。做
一个不分裂的诗人，写出不分裂的
诗歌。

“月，阙也。”这是古
文字学对月的一种解
释。想想也是，月何尝
真正圆过呢？有如十二
点整的钟声，当你听到
钟声时，已是十二点多
了。

真正的圆只存在理
想的观念里，而不存在
现实的世界里。同理，
在现实世界里也是没有
真正完美无缺的人和事
的。“天残地缺”的说法
早已被人们所接受。也
许由于长期的患难困
顿，在中国许多神话中
对天地的解释都是那么
令人惊讶感叹的！

在“女娲补天”神话
中，说天破了，那女娲氏
便在大荒山无稽崖炼石
补天。地摇了，女娲又
忙不迭地斩断神鳌的脚
爪，垫稳了四极，才有了
我们如今这般的朗日蓝
天和广袤的大地。只是
因为女娲当年补天时炼
的石不够用，她急中生
智，将一块冰补在了东
北方，所以直到现在一刮
东北风，天就变冷了。

在中国西南部少数
民族的神话中，说天地
是由男神和女神共同创
造的。男神造天，女神
造地。但因女神勤快，
工作效率高，造的地大，
而男神偷懒，造的天小，
以至于造出的天地无法
对接缝合。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将地折叠起
来，才勉强将天与地缝
合起来。可没想到这一
折叠不打紧，原来平展
的大地，这时却形成了
高山和低谷。

在我国北方民族的

神话中，说共工氏在撞
不周山时，一不小心竟
将天和地全给撞歪了。
从此“地陷东南”——东
南低，西北高。而天恰
恰相反，则是西北低，东
南高。据传当时只听哗
啦啦一声巨响，日月星
辰有好多都倒到西北方
向去了。如若不相信，
每到夏夜只要你抬头看
看天空，就会发现西北
方向的星辰比其他方向的
星辰要多好多！这就是

“天倾西北”的一个明证。
天和地都是受过极

大伤害有着极大残缺
的，更何况我们这些芸
芸众生乎！月圆是暂时
的偶然，而月缺才是持
久的常态。还是老祖宗
为我们总结得好：“人生
不如意事常八九”、“家
家有本难念的经”……
当我们心平气和地承认
这一切缺陷的时候，我
们就会忽地发现：世上
本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
接受的。

从科学角度看，我
们说月圆月缺，其实是
我们受有限的视觉所欺
骗。有盈虚变化的是月
光，而不是月球本身。
月何尝圆，又何尝缺，它
只不过像地球一样不增
也不减兀自旋转着的约
略近于圆的球体。月圆
也好，月缺也罢，它们原
是同一个月亮啊！

所以我说，在我们
爱圆月的时候，让我们
也爱缺月吧——有如人
生在世一样，同是一个
人哪一刻不美好温馨？
哪一刻不该顶礼膜拜感
激温馨呢？

以 前 有 位 皖 南 作
家，语丝社的，叫章衣
萍。1932 年，北新书局
请他编世界文学译本，
并出版儿童读物，销路
颇广，手头渐阔，钱多了
就可以不吃猪肉，改喝
鸡汤。不料《小八戒》一
书触犯了回教团体，引
起诉讼，书局被封，改名
青光书店才得继续营
业。鲁迅写诗戏云：“世
界 有 文 学 ，少 女 多 丰
臀。鸡汤代猪肉，北新
遂掩门。”

很突兀，忆起这段旧
事来。下雨了，一个人在
办公室无聊，就临窗怀古，
风雨如晦，加上近视，所以
看得不远，古也只能怀到
民国。

这几天情绪低落，
莫名其妙，毫无来由。
人的情绪许多时候和天
气一样变幻莫测。于是
就想买一只鸡炖了吃，
哄肚子开心，肚子一开
心，心情也能多云转晴。

我很会炖鸡的，有
多年的老家底。记得小
时候，祖父喜欢吃鸡，祖
母特意养了很多，隔三
差五杀一只。晚上静候
在瓦罐下，或者端一把
凳子在稻床上闲坐，等
着祖父归来，那场景历
历在目。

鸡其实很好炖，只
要是牧养的活鸡，现杀
后用冷水煮，放干菌大
枣若干，炭火慢慢煨上
半天，没有瓦罐，用电饭
锅代之亦可。这种文火
炖出来的鸡，肉质烂，火劲
直抵骨髓，吃在嘴里，带一
丝山野的鲜气，不像饭店
里高压锅急火做出来的，
味同嚼蜡，白蜡。

下班后，去了超市，
我看见一只只倒挂着惨
白到没有丝毫肉色的死
鸡。男儿要当死于边
野，以马革裹尸还葬；好
鸡就应该现杀现做，冰
块裹尸暴殄天物。于是
怏怏去了菜市场，选了
只活蹦乱跳的小公鸡，
生命在于运动，鸡想保

命，应该少动。
给鸡褪毛是件很麻

烦的事情，好在小贩有
铁桶制成的去毛器。将
宰好的鸡放入其中，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锦毛乱舞，
纷纷扬扬，像傍晚时分
日本仙台中国留学生会
馆那间洋房的地板，咚
咚咚地响得震天，问问
精通时事的人，答道：

“那是在学跳舞。”（见鲁
迅《藤野先生》）

人 在 学 生 时 代 真
好，学看图认字，学造句
作文，学跳舞打球。不比
江湖，逼你学了一肚子世
故。

江湖是泯灭性灵的
地方。鸡因为住在鸡
窝，从不踏入江湖半步，
方才保持住自己的性
灵。韩婴在《韩诗外传》
中说鸡有“五德”：“头戴
冠者，文也；足搏距者，
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
也；见食相呼者，仁也；
守夜不失时者，信也。”
正因为鸡是可信赖的

“五德之禽”，在许多人
心中，鸡汤的格调比猪
肉高，连章衣萍这样的
文士也未能免俗，当代
很多作家更是宣称自己
的文章为心灵鸡汤，不
过我可以捧着《圣经》向
上帝保证：其实和心灵
无关，鸡汤是无辜的。

我有过一个梦想，
老了，回乡下养一笼鸡，
每天清晨给鸡喂食，夜
晚，在鸡鸣嚯嚯声中读
书或者失眠或者打鼾。

春天的夜，炖一锅
鸡，大吃大喝，我仿佛听
见种子发芽的声音；夏
天的夜，炖一锅鸡，胡吃
胡喝，一股热流撕心裂
肺，然后是满头大汗的
神清气爽；秋天的夜，炖
一锅鸡，闲吃闲喝，落木
萧萧下，惬意慢慢升；冬
天的夜，炖一锅鸡，海吃
海喝，一缕浓汤融化冰
雪，春暖花开。

老了，炖一锅鸡，与
伊同食。

选料多是羊腿和背脊上的瘦肉，
烤前将肉切成拇指见方的块状，再加
入胡椒、精盐、姜葱、大料和橄榄油等
作料，然后一嘟噜嘟噜地串在长约一
米的铁扦上，放入专门的烤炉中烤
制。待肉色变得黄脆, 出炉即食。热
气腾腾的“烤爸爸”吱吱地往外冒油，
颇能勾出食客的腹中馋虫。在利比
亚，“烤爸爸”烤熟后便从扦子上取下
放入盘中，卖时也是论公斤卖。相比
之下，新疆的烤羊肉串就显得太小家
子气了。烤好的“烤爸爸”，香味四溢，嫩
而不焦，口感极佳，别有一番风味。

利比亚有许多专门经营“烤爸
爸”的店铺，每一家“烤爸爸”店在配
料上都有自己的祖传秘方，烤出来的

“烤爸爸”味道各不相同。但有一个
烹调原则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阿拉
伯香料的作用。自古以来阿拉伯半
岛一直与香料有着密切的联系, 素以
擅长种植、制作和使用香料而著称。
把肉穿好之后，用阿拉伯特有的香料
腌制便将它们疏密均
匀地排放在无烟烧烤
槽形炉子上，上下翻
烤，边烤边撒上香料。
这些香料成分复杂，据
说包含乳香、麦拉卜、
肉桂、干酸橙、安息香、
罗望籽、黄栌单宁、丁
香等多种元素。

烧鸽子“哈妈妈”

有“爸爸”当然就
有“妈妈”。“烤爸爸”烤
的是羊肉，“哈妈妈”就
是鸽子的意思，用英文
发音hamama。

“哈妈妈”烧的都是乳鸽，其程序
大致是这样的：去头宰杀后剥皮、去
爪、去膀尖，用清水洗净；取注射器吸
入各种料汁，注射到鸽子胸脯两侧；
在鸽身上均匀地刷上油，撒上盐，用
黄纸包裹好；在烧红的木炭上码入包
好的鸽子，在鸽子上面再盖一层烧红
的木炭。大约半小时，一只色泽油
亮、皮脆肉嫩的“哈妈妈”就烧好了。

烧好的“哈妈妈”要盛在盘子里，
用手一层一层地撕开吃，只有这样，
才能吃到鲜嫩无比的里脊肉。啧
啧！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煎饼果子“想我了吗”

比起切片烤肉“烤爸爸”和炭烧
“哈妈妈”，另一种形式的阿拉伯烤肉
则更为街头化和平民化。前者是阿
拉伯男女约会或者宴请时必点的菜
肴，后者则类似我们国内的街头麻辣
烫和煎饼果子，更为下里巴人一些。
这种街头烤肉有一个更为甜蜜的名
字叫做“想我了吗”，它的原名应该叫
做“shawalma”

通常都是临街的餐馆在门外竖
立一个烤肉架，架子上重重叠叠地串

着肉块，有鸡肉、有羊肉，但以牛肉居
多。肉块约有碗口粗，被炙热的炭火
烤着不断往下滴油，随铁架不紧不慢
地转动着吱啦作响。旁边照例有一
个切肉的伙计，一边负责转动烤肉，
一边负责把薄饼贴在炭火上加热。
因为炭火太热的原因，伙计的头顶上
通常都要系着一条汗巾，英俊的脸庞
在炭火的照映下颇为冷峻，每每看见
这样一个专注的伙计站在烤架前，我
都忍不住要去排队买上一个“想我了
吗”。烤熟的肉加上薄饼就着咸菜
吃，新鲜热辣，香脆可口。吃了“想我
了吗”，心里不想它恐怕都难。

不过和“烤爸爸”、“哈妈妈”比起
来，“想我了吗”其实是一种舶来品，
这种烤熟一层削一层现烤现吃的方
法出自土耳其人之手。究竟何时传
入阿拉伯的已无从可考，我只能凭借
自己可怜的历史知识，臆断一下或许
是当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或者波斯
萨珊王朝在阿拉伯国土上留下的印

记。这种土耳其烤肉
在中国也处处可见，
回国后我也试着买回
来品尝，可不知为什
么，不论是味道还是
口感都远远比不上正
宗的“想我了吗”，只是
空有一个相似的外表
罢了。

“ 哭 死 哭
死”真好吃！

利比亚的食品，
大体上脱不了阿拉伯
美食的主干，肉加大
饼是最标准的饭菜，

讲究点的还会额外加上甜点和酸汤
等。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食品对于
刚到利比亚的你来说会有异常的吸
引力，可以让你大快朵颐数月。然
而，烤肉再美再肥也会有腻的时候，
大饼再香再脆也有放凉的时候，至于
甜点和酸汤等附加物，对于我们中国
人来说则有些口味过重，只能偶尔尝
一下。相比之下倒是咱们中国人那
五谷杂粮的素食杂食要更为平易近
人。可惜我们公司的伙食虽然是中
餐，但取材却是利比亚食料，厨师只
能是大米和白面轮流上岗。时间久
了，颇为想念国内常吃的各种粗粮。
但广寻各处而不得，只好自己买来玉
米粒放到当地的磨坊里磨，磨出一粒
粒小石子般的“巨型棒子糁”，放到水
里煮粥，却也聊胜于无，至少能把胃
里那些可怜巴巴的小愿望远远地抛

在了地中海里，暂时不去想念。

不过“巨型棒子糁粥”很快因为

“新欢”的到来被我抛弃，这个“新欢”
有个令人捧腹的名字，叫做

“哭 死 哭 死 ”（国 际 音 标 ：
ksks。） 5

法图麦在家很怕她娘。因为她
娘比她爹眼睛大，每每一瞪：“法图
麦，现在该干吗了？”她马上乖乖地该
干吗干吗，她偷偷跟我说：“妈妈有一
双熊猫眼。”

同样的话让她爹说一遍，那就是
不但没作用，还起反作用。

“法图麦，现在该干吗了？”好不
容易我也严肃一回。

“找抽啊，老爸？”她声音比我还
高半调儿。

无法无天！
不过，我也有一套对付她的办

法。逗贫逗不过她，我跟她斗智斗
勇。一天，她不想练琴，我就把她的
一个小朋友接到家里来，小朋友比她
大两岁，和她一样，钢琴刚过五级。

我对小朋友用很夸张的语气说：
“法图麦眼睛刚刚散完瞳，看不清琴
谱，可是她不看谱也能弹，你信不
信？”

小朋友被我唬住了，很崇拜地
说：“没谱的话，我可弹不了。”

“你看，我家法图麦就可以！”
紧接着，我做了

个“有请”的手势。再
看法图麦，往琴凳上
一坐，挺胸抬头，一双
小手在琴键上上上下
下翻飞，别提多来劲
儿了。

法 图 麦 最 不 爱
看的电视就是我的节
目，老爸在电视里怎
么那么烦人啊！

比 如 一 些 女 观
众老特激动，上来就
和我拥抱，让法图麦
看见，二话不说，关电视！我爸爸凭
什么让你们抱？

又有些时候，选手拿我开玩笑，
说我脸长啊、腿短啊，法图麦也不高
兴。

“他们和你爹开玩笑呢。”
“哪有这么开玩笑的！换台！老

爸。”
最近法图麦向我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老爸，你的节目能不能别老请
女嘉宾？”

“女嘉宾怎么啦？”我问。
“万一你跟她搞外遇，怎么办？”
法图麦她娘在旁边都听傻了。
我的工作虽与电视有关，其实在

家里，我很少让闺女看电视。我教她
读书。至于怎么教，郑渊洁先生教给
我一个以身作则的方式。于是我们
家经常上演这样一幕：我坐在沙发
上，聚精会神地读一本书。法图麦跑
过来问：“老爸，你干吗呢？”

“去去去，你爹看书呢，你自己玩
儿去。”

“这书好看吗？我看看！”她赖在
我身上，吊着我的脖子。

“好看啊，你看自己的书，爸这书
你看不懂。”

听我这么说，她很不服气，不理
我走开了。我假装不理会，继续“聚
精会神”，还拿支笔点点画画，假模假
式，注个眉批什么的，意思是看书得
讲究重点。

没过多会儿，我发现法图麦也拿
本书看上了，看得挺认真。

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孩子的话语
形态和行为模式跟大人不同步，光唠
叨没用，你希望她怎么做，自己就得
先怎么做。

比如法图麦常常把房间弄得乱
七八糟的，我要是喝令她收拾，她准
保说我“找抽”。那我就不多废话了，
我替你收拾。

一会儿她就过来了：“爸爸，跟我
玩会儿。”

“玩什么玩什么？乱成这样，还
不收拾收拾！”

法图麦嘴撅到一边去了。一会
儿觉得实在无聊，又来了：“爸爸，跟
我玩会儿嘛！”

“不玩不玩了，我在收拾屋子。”
等到同样的桥段重复第三遍的

时候，她自己就耐不
住了：“哎呀！好啦好
啦！我帮你收拾就是
了。”

哈 哈 ，中 计 了
吧！我不动声色，故
意推她：“不不，你别
来添乱，你不会！”

“你才不会呢！”
她也推我。

“你不懂！”
“你才不懂呢！”

两个人互相戗戗，闹
够了，我假装正色道：

“这是什么CD？应该放哪儿？”
她的CD都是英文，有的我还看

不 明 白 呢 。 她 得 意 地 小 手 一 指 ：
“笨！放那儿！”

“这个呢？”我又拿起一张。
“那儿！”她直接抢过去，在抽屉

里放好。
逗着逗着，房间收拾好了。
我觉得，大人和小孩儿之间，不

能论岁数，论岁数您那叫“倚老卖
老”。也不能比聪明，有本事您回到
她那个年龄再比。和孩子在一起，一
切都像是玩游戏，谁赢谁输，很难预
料，这样才有意思。

“冷酷”爸爸残酷教育，

成长路上堵不如疏
——看黄宏怎样教出铁打

的女儿
黄宏，著名喜剧小品表演艺术

家，副军级待遇，解放军总政治部歌
舞团一级演员。

黄宏在执导电影《阳光天井》时，
他发掘了童星黄豆豆。鲜为人知的
是，黄豆豆不是别人，正是黄
宏心爱的女儿。

连连 载载

元朝以前，乌龟是人们眼
里的明星级动物，那时，人们发
现乌龟非常长寿，乌龟的寿命
可达百岁以上，而且，乌龟能忍
饥渴，长期不吃不喝都没有关
系，生命力极其强盛。于是，人
们就成了乌龟的“粉丝”，乌龟
成了人们热情推崇的明星，龟
壳被做成了货币，乌龟也成了
财富的象征。《汉书·食货志》中
说，乌龟分为元龟、公龟、侯龟、
子龟四品，有的人还把乌龟的
壳当成占卜的工具，并用乌龟
的壳来记载文字，乌龟是当时
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因为乌龟是古人眼中的明
星，名声很好，所以，古人非常
乐意使用“龟”字，古代有一种
名为“龟人”的官职，专门负责
为国家占卜凶吉。而且，古人
还把天上的一颗星命名为“龟
星”，用来占卜凶吉。

古人还喜欢用“龟”字做名
字，如唐朝诗人陆龟蒙、歌唱家
李龟年，都以“龟”为名字。

古人把乌龟看做是高贵和
吉祥的象征，汉朝的丞相、列
侯、将军所用的金印，印钮都是
乌龟的形状，当时拿高工资的
高级干部，所用银印的印钮也
是龟形。汉朝规定，基层小公
务员的印章不能做成乌龟的形
状，因为这些人的级别不够。
唐朝规定，五品以上的大官，墓
前的石碑可以做成乌龟的形
状，就是龟驮石碑，而那些五品
以下的官员，墓前石碑的碑基
不能刻成龟形，只能刻成别的
图腾的模样。还有，唐朝的官
员原来佩的是鱼袋，武则天天
授二年，国家发布通知，官员佩
戴的鱼袋为佩戴龟袋。

到了元朝的时候，有人把
那些纵容妻子当“三陪小姐”

的男人比作“缩头乌龟”，一下
子坏了乌龟原本高贵而神圣的
形象。元朝的读书人陶宗仪在
他的《辍耕录》这部书里借金方
的诗嘲弄一大户人家，诗是这
样写的：“宅眷皆为撑目兔，舍
人总作缩头龟”。据说，兔子望
月而受孕，“撑目兔”是嘲笑这
个大户人家的女孩没有结婚就
怀孕了，行为不轨，而“缩头龟”
就成了侮辱这个大户人家的男
人的贬义词。“缩头龟”这个词
语一出，“龟”便成了侮辱别人
的字眼。于是，乌龟的形象就
越来卑贱低下。

元朝以后，再也没有人用
乌龟的形状做印钮了，人们也
不再做乌龟的“粉丝”了。

其实，乌龟还是乌龟，从来
没有改变，只不过是人们对乌
龟的看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
转变而已。

乌龟的“粉丝”
王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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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晚晴
山是天边云，
云是山外山。
鸟飞晚霞里，
牛耕天地间。

春燕
可怜春燕暴雨击，
羽折肢残坠塘西。
春色虽好难入户，
旧窝正需附新泥！

过彭泽
舍去五斗米，
心里得安宁。
当今买官者，
笑煞彭泽令。

橘子洲
（长沙橘子洲新塑毛

主席头像，饰有头光，夜
明如月。）

长沙无沙天地清，
湘江澄沏帆千层。
橘子洲头毛翁在，
子民夜夜见月明。

无题
山中石多金玉少，
世上人稠君子稀。
蝼蚁窝内互撕咬，
苍鹰凌云自搏击。

过皖南
路回峰转少人烟，

万里驱车到皖南。
猛想八千好壮士，
热泪顿洒满山间。

麦熟中原
蓝天沃野麦飘香，
中原大地喜若狂。
城里都想黄变绿，
农家最爱绿变黄。

题画诗
（育智兄为余画岁寒三

友图，少梅，余补题之。）
丹青妙笔画三友，
苍松挺拔竹穿插。
岁寒尚缺一君子，
权把牛印当梅花。

无题
靠山院落石为壁，
近水人家苇作门。
祖居面对夫子庙，
从小便想成圣人。

列车遐想
山花野树又城池，
转眼即逝难预知。
窗格自然千幅画，
火车飞动万首诗。
雨后都昌望鄱阳湖
日照千帆白，
雨过南山黑。
鄱阳一湖平，
云边几雁飞。

许挺诗选

诗的“介入”与“不介入”说鸡

月圆月缺喻人生
程勉学

胡竹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