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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读《寻轲》，便觉得
诗人熊轲是有趣和清醒的。
他将个人诗集取名为《寻
轲》，我想，他既想在承继
古诗词精神密码的过程中寻
见一个厚重的自己，也想在
自我古诗词耕耘之下寻见一
个清醒的自己。人生道路
千万条，清醒地寻见一条独
属自己的通达途径，是艰难
而幸福的。在这个意义上，
诗人熊轲觉醒于早，深耕于
晨，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这
在他的诗作中俯拾皆是，诗
人在精深创作的同时，总是
有意无意地传递着自己的人
生追求和人生方向。这能看
出，诗人是严谨的，也是清
醒的，是扎根于乡于情的，
也是有浩瀚世界广博追求
的。
　　王国维在文学批评著作
《人间词话七则》里写道：
“大家之作，其言情必沁人
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
其辞脱口而出，无娇柔妆束
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
者深也。”《寻轲》所选诗作，
基本都是短小精炼，表达自

然，内质深刻。诗人用自身
内心的深切情感和极为丰富
的想象力，在一切显微之事、
细微之物面前，做到了“壶
中有乾坤，笔下有天地。”
　　抒情是诗人最主要的表
达方式，他通过极精炼的语
言凸显着他的主体意识。如：
《感怀》中的：“不须檀板
歌清曲，常共玉箫咏古风。”
《思友》中的：“古渡萧萧
多别梦，两三渔火点江头。”
诗人极擅长以意象传达的基
本结构单位，通过单个或多
个意象来凸显诗意，抒发情
感。同时，诗人常采用对偶、
比喻、拟人、复沓等多种修
辞手段，让诗作充满节奏感
和音乐性。在此基础上，诗
人常借助暗示来表达思想感
情，使语义含蓄多解，富于
朦朦美。如：《春雪间思友
寄怀》中的：“梅萼催红知
快雪，江村度曲老羁心。”《长
相思•思人》中的：“风声停，
雨声停，瓢泼秋光归晚汀，
年年待柳青。”在宏观层面，
通观全诗集，诗人采取了多
种结构形式进行创作，包括

首尾照应、开门见山、层层
深入、先总后分、先情后景、
虚实结合、卒章显志、过渡、
铺垫、伏笔等。
　　熊轲诗集《寻轲》的艺
术品味体现在三方面。其一
为形神皆备。诗歌借助于感
情去感染人，给人以美感。
饱含激情、富于想象，是诗
歌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
在《寻轲》中，诗人用丰富
的物象，清晰的人象，由形
入神，得形忘神，或直抒胸
意，或含而不露，或托物言
志，或寄情于景，每一首诗
歌都流淌着诗人丰富而真挚
的情感。其二为境意统一。
诗人借助抒情客体来表现自
己的爱和恨、痛苦与欢乐、
希望与追求，使“意”和“境”
是浑然一体、融情与景的。
其三为语言优美。诗作的语
言特点，既凝炼厚重，又极
富音乐美。在表现轻松喜悦
时，其节奏是明快的；在表
现昂扬激越时，其节奏就变
得急促有力；在表现悲哀伤
感时，节奏就变得缓慢而低
沉……正因为如此，使其每

一首诗歌都朗朗上口，悦耳
动听，具有音乐般的美感能
让读者得到更深切的审美愉
悦。
　　事实上，诗人的每一首
诗作都蕴含着如此这般的创
作技艺和创作本能。或可说，
诗人的每一首诗作都符合如
此这般的例举。这便凸显出
诗人成熟的创作技艺和创作
追求。更重要的是，其艺术
品味从小到一草一木，一人
一事，及大到湖河山川，锦
绣乾坤，天地之爱，鸿鹄之
志，都彰显着“极美、极深、
极丰富、极旷远”的艺术特
质，使人读之立感情思之曼
妙，韵律之齐整、立意之深
刻，以此爱不释手，分秒之
间便进入诗人创造的这一绝
美桃花世界。
　　通过《寻轲》可以看出，
诗人对诗歌、对古诗词总是
充满着敬畏的。当然，诗人
敬畏的不止是诗歌和文字，
还包括万物、众生、自由及
一切。而敬畏与清醒的深耕，
是自我寻见最准确的方式。

自我寻见与精神密码

　　某报创办副刊时，友人拉我入群，
做了编务，自然是要审稿的。没想到
自然来稿这么多，但让眼睛欻地一亮
的好稿子真的不多。有的作者简介名
头一大堆，还在《人民日报》《诗刊》
《人民文学》《十月》等这样的省级
以上刊物发过作品，但他的投稿格式
都不规范，读他的作品更是语法凌乱，
错字别字一大堆，真不知道他是怎么
上的哪些省级大刊的。
　　还有一些作者，不知道哪来的自
信，投稿之后经常催问稿件，好像他
的作品投了就一定要发似的。还有些
作者来稿直接刷屏，让人不胜其烦。
以前没做编辑之前，我也是文学爱好
者，因为不善交际，不认识什么刊物
主编，也不想去结交主编编辑，所以
朋友说我写的好稿件可以上大刊的，
我也感觉无处可以投递，经常给刊物
的自由投稿，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便没有投稿的兴趣了。
　　现在的大刊杂志为了省时省力，
保证刊物质量，好像多是约一些知名
度高的作家稿件。对于自然来稿，现
在的编辑好像都不怎么看自由来稿
了，即使看，也多是捡脸熟的发表，
这样的文坛生态，新人要想出人头地，
比登天还难。连余华也吐槽过，现在
的文学青年，远没有余华他们那时的
幸运了。现在的文青想以一篇文章改
变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江
山代有人才出，是锥子要出头，只能
另辟蹊径了。所以，乘互联网的春风，
很多文学爱好者都是在网上整出名堂
了，才转变到传统文学轨道的。
　　说这么多，是想说，编辑这个行
当，是属于伯乐的行当，是默默付出，
为他人做嫁衣性质的工作，虽然没有
成名成家的耀眼，但如果挖掘一个光
炳史册的作者，就功德无量了。即使
没有青史留名的机会，但培养了一大
批为文学事业添砖加瓦的普通作者，
也有无量功德的大好事情。所以，做
了编辑之后，我理解了编辑的辛劳和
使命，也明白编辑是在为文学做功德，
只有拥有这种使命意识，编辑才会下
意识地去挖掘人、培养人。
　　编辑团队中，多是没做过编辑的
新人。有惟名家是取的；有对文章大
加删改的；也有分不出优劣，不加筛
选，浪费很多时间精力，做了无用功
的，等等等等。作为一名成熟的编辑，
是要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我给打比
方说，好的编辑就像品鉴师，菜的咸
淡，一尝便知。
　　至于修改，我认为，对于值得修
改的，有价值的有修改意义的，可以
适当修改，在保留作者原意的基础上，
不宜大的改动。有时改个别字词，意
境拉伸了，境界大不同，可取。当然
也有改动不如原文的，但符合刊物发
表的，又另当别论。
　　好巧不巧，就在我发这些感概时，
又读到《文学自由谈》推出的文章——
（《编辑的素养与修为》宋曙光）
　　文中，宋老师引用孙犁先生的话
说：“编辑这种职业，肩负有神圣的
职责，始终是艺术宫殿值班的神”，
难道我们不应该干好它吗？
　　做了几天编务，有这么些感想，
分享出来，以示对编辑的敬重。与诸
君共勉。

——简评熊轲诗集《寻轲》

　　高中时，每看到诸葛
亮《诫子书》中“静以修身”
这句话，我就会想起端坐
庙堂，轻巧木鱼，慢拨念珠，
双目微闭，神情淡泊，与
世隔绝的和尚。那时，“静
以修身”的含义在我心中
就是脱离世俗，独善其身
的修行。
　　于是，我经常逃离同
学的群体，独坐操场一隅，
对天边的飞鸟吟诵古诗，
或悄然溜至教室后的池塘
边，凝神静气，望婷婷荷
花而沉思……诸多“邯郸
学步”式的“静以修身”，
让我的性格变得多少有些
孤僻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刚入大学，我就在
熙攘的人群中一眼认出气

质沉静的阿明，不同的是，
她的静是静在骨髓，而我
的所谓“静”就流于形式了。
阿明可以在人声鼎沸的教
室里旁若无人地专注看书，
还可以安详地聆听室友的
吵嚷，即使在拥挤的公交
车上，她也能背诵英语单
词……她这种不受外界影
响，保持内心清净淡泊的
定力，让我无比佩服。
　　那时，我喜欢读更多
的书籍，懂得了“大隐隐
于市，小隐隐于野”的哲理，
原来闲逸洒脱的生活不一
定要到山径荒野去寻觅，
更高层次的隐逸是在繁华
的都市，在心灵净土独善
其身，寻得心灵的宁静。
从那时起，我融入了各种
群体，培养了维护自己心

灵边界的定力，平凡的我
渐而具备了在纷繁世间保
持身心清净的能力。
　　 工 作 后， 我 结 识 了
七十多岁的老中医李医生，
李医生出身于中医世家，
退休的她开了一家名为“养
心斋”的诊所，每天慕名
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李
医生对每一位患者都会这
样说：“心不静，七情六
欲过度会导致心情不畅，
以致身体血脉堵塞，这是
疾病的根源，甚至是人生
的痛苦和不幸，人不但要
养心修身，至于宁静，而
且要面对现实，乐观进取，
顺应自然，发挥潜能，自
强不息，保持身心健康，
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李医生也是这样严格

“静以修身”的高境界
■ 张晶晶（河南）

编辑是在为文学做
功德

■ 艾华林（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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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自己的，七十多岁了，她
依然保持每天游泳的习惯，即
使在寒冬腊月，也坚持不懈。
她说在锻炼的过程中可以沉静
自己的心绪，培养对抗困难的
毅力，这样每天就能以最好的
状态投入工作。面对患者，她
静心观察，专注把脉，细开药
方，精心针灸，为患者们解除
疑难杂症。李医生的药一向极
其便宜，问她为何不涨价，她
笑道：“我这个年纪了，用
不了多少钱，能帮助到大家就
好。”
　　望着诊所墙上挂着的“宁
静而致远”一副字，我豁然开
朗，原来“静以修身”的最高
境界不仅仅是能接纳他人，融
入社会，而且要积极进取，用
自己的能力去为社会服务，用
自己修得的能量去带动他人，
让他人也变得身心健康，热爱
生活。
　　作为年轻人，懂得了“静
以修身”的深层含义，就能走
出狭隘的小我，勇敢地去面对
纷繁复杂的社会，敞开胸襟，
大胆地接触生动活泼的生命群
体，培养自己顽强的定力，静
心修行，锻炼能力，增长知识
与技能，树立为社会做贡献的
理想，服务于大众，用自己的
正能量带动更多的人走向美
好，让自己短暂而珍贵的生命
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让自己的
人生变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 张蓉蓉（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