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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证   时   代     拒   绝   平   庸

　　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里，
诸君应领略过主人公方鸿渐那趟颠
簸却又寓意深刻的长途车之旅，那
一幕幕尘土飞扬，颠沛流离的画面
是否仍历历在目？如今，读宋远升
教授的小说《套索》，主人公柯力
拾亦穿越人潮汹涌，挤上闯关东的
铁轨，直面严寒的东北大地。两段
旅行，两种经历，却同样反映人性
的百态与时代的脉络。
　　书名《套索》寓意追求愈多，
束缚愈紧。作者以传统笔法，融入
荒诞现实主义元素，从欲望是套索、
衰老是套索、疾病是套索、死亡是
套索四重维度讲述一位自贫穷乡野
走出的学者如何蜕变成考古界一颗
璀璨明珠的励志诗篇。遗憾的是，
终因内心的欲望之火灼烧了理智，
深陷套索之中。后遭人举报，被迫
退出舞台，留下一抹难以磨灭的惋
惜与反思，鼓励读者在纷扰红尘中
找寻属于自己的人生解答，实现精
神上的觉醒与升华。
　　此刻，不禁想起叔本华那句“生
命就是一团欲望，欲望得到了满足
就会无聊，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痛
苦，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
无聊之间左右摇摆。”其实，宋远
升笔下的《套索》，何尝不是人生
的入套和解套过程。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欲望，
如影随形，紧扼命运咽喉，引领读
者思考自由与束缚的辩证关系；衰
老，似时间长河中的逆流，告诫世
人珍惜韶华，把握当下；疾病，作
为生命旅途中的不速之客，警示健
康之宝贵，激励着人们勇敢面对挑

战；死亡，乃万物归宿，终极套索，
令众生在无常面前学会释怀与超
越。我们既是套索的编织者，又是
解构者，一面织造着生命的网罗，
一面试图理清头绪。我们不断地缠
绕于命运的线团中，努力挣脱一些
束缚，而有些绳套，或许是天生注
定，无解亦无须解。
　　读至衰老是一座监狱，我认为，
作者所言的衰老不只是肉体的消
逝，更是灵魂的磨砺，亦是生命必
经的过程，让我们学会放下执念，
拥抱生命中的每一次变迁，从而达
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然而，衰老，
这位无声的典狱长，悄无声息地用
岁月的链条，将曾经的活力囚禁于
日渐衰弱的躯壳之内，构建起一座
无形却坚固的牢笼。这座由时间亲
手砌筑的高墙，封锁了过往的辉煌，
只留下窗棂外缥缈的旧梦，成为灵
魂最深处不可跨越的边线。它是一
座人人必将踏足的古堡，它的石阶
记录着无数人的足迹，而每位踏入
者，都会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
席之地，与时光为伴。
　　主人公柯力拾的人生旅程，与
其说是一部虚构的传奇，不如说是
作者本人内心世界的映射，他所承
受的苦难与喜悦，恰恰是我们每个
人生命旅程的真实写照。在字里行
间，我们似乎看见了自己的倒影，
那份对梦想的追逐，对挫折的挣扎，
以及最终的成长，无一不在唤醒心
底的共鸣。
　　宋远升的人生旅程，源自沂蒙
山腹地，一个被清贫与困难包裹的
小村落。幼年时期，饥馑的阴霾常

年笼罩在他的心头，家中的餐桌常
常捉襟见肘，生活的重担压得他们
喘不过气来。于是，他辍学后怀揣
着朴素的梦想北上挖煤采石，幻想
以辛勤汗水换来命运的转折，却不
料四年光阴，换来的只是无情现实
的一次次重击，那脆薄的梦想一次
次被风雨剥蚀。然而，十八岁的他
并未就此屈服，毅然选择了重返校
园，以智慧为剑，斩断了命运的枷
锁。命运垂青，今日的他已是站在
三尺讲台上的学者，以其亲身经历
书写了一段励志传奇。
　　数日前，我与焦继全老师论及
“才子多出寒门，才情常伴困厄”
这一话题。的确，那些破茧而出的
蝴蝶，往往诞生于最艰苦的环境。
他们之所以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
出，固然离不开自身的坚韧不拔，
但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似乎有一双
无形的手，挑选着未来的佼佼者，
令他们在人生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在社会结构固化的大环境下，
虽有奇才异质傲然挺立，但也往往
面临“玻璃天花板”效应，看似透明，
实则固若金汤。世俗的樊篱犹若密
林重重，几乎堵绝了所有通途。偶
尔，或许有一缕曦光照耀，却刹那
间被乌云遮蔽。即便幸得入场券，
踏上征途，亦满布荆棘，犹如行走
在危机四伏的荒野。幸好，我们有
柯力拾的故事流淌在书页之间，像
河流曲折向前，汇入大海，带着波
澜壮阔的气势，冲刷着我们内心的
沙滩，启示着生命的意义，留下深
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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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维松（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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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早报
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
文读本，于 2023 年 6 月创刊，杂
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
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思想者》杂志为季刊，主要
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知名

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
等。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
家、媒体记者等。

《思想者》杂志征集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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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宋远升的小说《套索》札记

石洞、石头等意象写出了土地的博大能容，还写了大地对
农人的反哺：“每当他们犯愁的时候，在地里待半天 /一
切不如意的事就一下子都想顺了”，这又何尝不是诗人在
平凡里挖掘不平凡的洞见呢？
　　左右还有一部分诗歌相对而言，语言流畅，情感舒徐
有致，陌生化的表达使词语焕发出了风采。《特异功能》
里诗人这样描述触觉：“它在我的皮肤上 /种了千千万万
只/小耳朵”，通过比拟、转喻将身体感觉捕捉得非常精准。
再如《游泳池观景速写》，诗人将各种泳姿的人比作“……
的饺子 /在 /沸腾”，无不彰显诗人的妙笔之处。
　　另外，他的童话诗也是承续简易的表达，连贯而明快。
不同的是，这些诗作全然以孩童的视角在观察事物，超然
物外就得益于童心、童真、童趣浇筑下的另一副笔墨。这
些童话诗句只是简单的表达，尽管如此，这些诗句却带领
我们在共时性的文本空间里穿越了历时性的语境隧道。像
《尖尖的夜晚》里形态不一的月亮，《风来了》里极具形
象的风迹，《书房里的小人书》对书籍世界的奇思妙想，《所
有的树》镌刻着对万物有灵的移情，都可以察觉诗人非同
凡响的艺术创造。
　　左右用诗情之笔书写了声音、故乡、童年、观感，亦
或者说，他超越了这些事物的表象，建构了属于自己的诗
歌境界。这离不开悠游闲适的心灵图景，也离不开外化于
生命气象的表达。只有两者融通到佳境时，一切方能水到
渠成。由此而言，左右的笔下才成就了一个个具象化的世
界，美好而恬淡，细腻而温情。

心灵图景与生命气象的融通

　　文学作品往往是生活现场与主
观情愫加以观照凝合的产物。就生
活现场而言，诗人左右失聪多年，
充满了命运的疼痛与不幸。但他却
笑对人生，用不寻常的笔触架起了
通往文学殿堂的桥梁——写诗，这
无疑是诗人主观情愫的灌注对此岸
世界的剥离，由此，还锻造了属于
诗人的敏感和诗句的新意。
　　阅读左右的诗歌，直接且深切
的感受便是他的关注焦点独到，描
写也极为别致，仿佛他的命运注定
要与写诗紧密关联在一起。他的同
题诗作《少年游（一）》和《少年
游（二）》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这
两首诗歌激荡着心灵图景的徐徐铺
陈，情绪的流动像极了将要解冻的
冰块。同是观物所得，前者指向于
他乡与故乡的某种对照，后者指向
于无比芜杂的忧郁，诗人的物是人

非之感满溢，复杂的情绪背后蕴藉
了难以言说的心灵潜流。
　　不仅如此，诗人的声音描写也
是颇具匠心，声声不同，写法也各
有不同。诗集当中的第一篇《古观
音禅寺》，摹画了各种的声音，静
中有动，动中有静，最后返璞归真
到“最后只能听见 /松针扭动骨头
的声音”。静到极致的有声与无声
交织，映衬其中的是哲思与情感的
渡化，诗意就随之涓涓而出。其次，
他还写了回荡在耳畔的声音（《错
过》《听声》《鸡鸣》）、生命的
聚精会神（《回声》《声音是什么》）、
对声音世界的渴望（《听见》《童
年的木耳》《裂缝》）、声音与声
音的嬗变交响（《同病相怜》《怪癖》）
等等，这些都跳动着希望与憧憬的
脉搏。到了诗歌《和声》，整个诗
歌的音律在十一个“和上……”里

回环往复，诗人似乎已经抵达了彼
岸世界的升华，以无我又无不是我
之态来拥抱生命的慈悲。其实，左
右写声音的诗歌还有很多，涌动的
艺术之感蕴藏其中，各有不同，这
也是他别出心裁的一种生命气象。
　　故乡是左右诗歌的书写场域，
亲人、农人、童年成了他笔下的关
键线索。他的《亲人们》借由他人
之口引出长辈的种种病痛，进而返
归自己的双亲，营造出了多重声音
的跃动，诗人同时也在用一双温暖
的手来抚平生命的褶皱。《父亲说》
一诗诠释了父亲对土地的感性与达
观，人与土地、生命与希望的双重
互动在字里行间丰富，令人感同身
受。《祈求》一诗从我的观感出发，
泛起情感的涟漪，愿景弥漫开来的
是对生命的人道主义关怀。此外，
像《我们这里的农村人》以地窖、

■ 卜文哲（陕西）

——阅读左右的诗集《少年游》

　　华夏早报讯（记者艾华林）12 月 19 日上午，第五届
谢璞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在谢璞先生故乡——“中国雪峰
蜜橘之乡”、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基层”新时代文
学实践点湖南省洞口县举行。同时，《漫画周刊》“作家
进校园”系列文学讲座公益活动、第六届谢璞儿童文学奖
征文活动启动等系列活动也同期开启。
　　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谢璞儿童文学奖评委会总
顾问杨金鸢，一级巡视员、省劳模协会常务副会长王邵刚，
一级巡视员、省乡村振兴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黎仁寅，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资深出版人孙建江，中国作家
协会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省作家协会主席汤素兰
等出席。
　　第五届谢璞儿童文学奖共收到全国各地和海外千余位
华人作者来稿，各类参评儿童文学短篇作品2000余篇（首）。
经过评委会评审，其中《影子自动售货机》等 8篇童话、
《狐狸的主意》（外一则）等3篇（组）寓言、《打开》（外
四首）等 4组童诗、《被风吻过的玛拉盖》等 3篇小说、
《纸语》等 2篇散文，共 20 篇作品获奖，另有 30 篇作品
获提名奖。获奖作者分布全国，既有中青年作家，也有近
80 岁高龄的老作家。
　　颁奖仪式上，汤素兰宣读获奖名单。杨金鸢、王邵刚、
黎仁寅、孙建江、汤素兰、许治国、郭向荣等领导和嘉宾
为鲁鸢南、常笑予、王庆兰、王宏理、刘德凤、李皮皮、
侯建忠、仲爽、谭哲、渭北、肖辉跃、林力博等 13 位获
奖作者颁奖。获奖代表鲁鸢南、王宏理、仲爽分别发言，
与大家分享了创作所感所获。
　　杨金鸢指出，历经 5年辛勤耕耘，谢璞儿童文学奖实
现了由初创到逐步成熟的转变，已经成为我国颇具特色、
影响广泛的一项儿童文学奖。5年来，该奖推出了一大批
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为推动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贡献力量，
为打造湖南少儿报刊品牌发力添彩；5年来，该奖点燃了
孩子们对阅读和写作的挚爱，激发作家们为儿童创作的蓬
勃热情。希望谢璞儿童文学奖，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
继续提升影响力和传播力，不断提高含金量，让洞口文学
之乡的名号响彻全省、全国和海内外，让洞口的关注度、
知名度和美誉度节节攀升，为洞口的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
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洞口篇章，贡献更大的文化力量。
　　洞口县主要负责人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
向长期以来关心洞口各项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
感谢。他指出，谢璞先生生于洞口，长于洞口，为洞口留
下了宝贵文学遗产；谢璞儿童文学书屋吸引并感染了一大
批洞口青年，“谢璞儿童文学奖”成为连接洞口与全国儿
童文学的重要桥梁。未来，期待各位作家能有更多优秀的
儿童文学作品涌现，为全国儿童带来更多的欢乐和启发，
用炽热的激情讲好中国故事、抒写时代华章。

第五届谢璞儿童文学奖颁奖
典礼在湖南洞口县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