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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冰

郭金世的《青瓦诀》共收录他近两年来所写
的 171首诗，这些诗歌情感丰富、意象鲜明、意
蕴深远，蕴含作者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情感体
验，表达了作者对生活与人情世故的感悟。

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点滴瞬间，
这瞬间或许微不足道，却蕴含生活的美好。正
是作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些美好瞬间，并以诗歌
的形式传递给读者，让读者也能感受到生活中
的美好。如《旧器物》《米筒》等，这些生活场景
仿佛就在读者眼前发生，阅读时的那一瞬间，仿
佛亲身经历。诗歌的力量在于触动内心深处的
情感，它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不需要复杂的结
构，只需要真挚的情感和敏锐的观察，让瞬间的
美好在时间的流逝中永不褪色。“世间万物，没
有结下一颗被灵魂遗弃的果子”“一件度量家人
一日三餐的容器”等诗句，既是对生活的记录，
也是对生活的升华和解读，引发读者的共鸣和
思考，从而得到思想启迪和精神满足。

作者对自然主题的探索和思考，有着深入
的认识和感悟。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人们往
往被琐碎的事物牵绊，忽略身边自然景观的美

丽。正是基于对这种美的感悟，作者把对自然
景观的描绘变成充满诗情画意的诗歌，展现自
然之美，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作者
不仅描绘自然景观的视觉美，还通过听觉、嗅
觉、触觉等，让人身临其境，感受到自然的无穷
魅力。

作者还对人生主题进行深入的挖掘，揭示人
生的真谛和价值。如《那些年月》等诗歌，映照出
人生的酸甜苦辣，既是作者对生活的深刻反思，
也是对人生哲理的独特感悟。这些作品犹如一
盏盏明灯，照亮读者前行的道路，让读者感受到
人生的价值，帮助读者审视自己的生活，感悟人
生的真谛，热爱生命，感受人生的美好与意义。

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以
诗歌形式表达对生活的点滴感悟，不仅是对生
活的记录，更是对生活的赞美，充分体现作者对
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如《石磨》等诗歌，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关怀，让读者
触碰到生活的温暖与美好。作者用诗歌关注社
会现象，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注人与自然
的关系，使其诗歌充满创意和想象力。运用丰

富的意象和比喻，将抽象的思想和情感具象化，
使读者直观地感受到作者思想和情感。如《隐
忍》等诗歌，既有深度又富有艺术性，读者既感
受到生活的美好，又欣赏到诗歌的艺术之美。
作者的诗歌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生
活态度的体现，让读者阅读时思考生活的意义，
体验到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作者还注重诗的形式美和音韵美。每首诗
都呈现出独特的视觉效果，读者阅读时，心里产
生一种清晰的画面感。在听觉方面，富有韵律
和节奏，让读者感受到音节的起伏和节奏的变
换，产生愉悦的体验。诗集还注重诗歌的内涵
表达，通过阅读，使得诗歌的意象、情感和思想
更加深入人心，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感悟作
者所要传达的主题和情感，更好地欣赏到诗歌
的魅力。

作者关注人的命运、社会现实和个体情感
体验，用诗歌形式表达对人生、人性以及社会的
深刻思考和关怀，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
笔触，描绘生活的丰富多彩和人性的复杂多变，
关注个体的情感世界，深入挖掘人内心深处的

喜怒哀乐，将这些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可以
看到，作者在诗中对个体情感的细腻描绘，让人
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友情的珍贵以及生活中的
幸福和挫折，使这部诗集充满温度，让读者从中
找到共鸣，感受到人性的真挚。

作者还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刻反思，引导读
者关注生活、关注人性、关注社会，从而更好地
理解自己和世界。如《魂归何处》，反映战争的
残酷性和非人道性以及战争对平民百姓的伤
害，蕴含深刻的思想内涵。不仅是对战争现实、
人物情感体验的描述，更是对人类命运与社会
现实的深刻思考。这首诗探讨人类存在的意
义、人生的无常和变幻，是对战争与人类生存关
系的关注。这首诗语言生动形象，富有画面感
和节奏感，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语言的极致
追求。通过精准的用词和句式结构，使得这首
诗像是一幅精美的画作，令人回味无穷。

总之，作者深切关注社会，对生活中的美好
事物和真挚情感充满热爱和珍惜，使诗歌具有
浓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人类情感的寄托和共鸣
的载体。

还 原 ，让 过 往 成 就 未 来
——简评郭金世诗集《青瓦诀》

鬼子的《买话》，写出了一代从农
村走出来的普通干部的心酸史。小说
中刘耳的角色代入感极强：刘耳尴尬，
读者尴尬，刘耳心凉，读者心凉，甚至
刘耳委屈、羞愧、痛苦、感动、温暖，读
者也会有这些相同的感受。

随着故事的发展，相信读者心中
都有一个猜测：七个空蛋壳的出现，打
开了刘耳对自己这一生经历的回忆，
而往刘耳家门前放空蛋壳的究竟是
谁？

这个放空蛋壳的人极有可能是
“半桶水”。当刘耳主动与“半桶水”沟
通，自愿以竹子的丈夫、老人家的女婿
的身份作为送葬引路人的那一刻，我
想象“半桶水”盯着刘耳的目光，是那
种洞悉一切却默不作声的目光，我觉
得他是最适合放空蛋壳的人。

刘耳和明通去卖鸡蛋的事情，后
来发展到刘耳成为学习标兵并且意外
获得“国家干部”的工作，而写新闻的
明通却没有因此得到仕途上的改变。
只能说，好事不偏不倚，就砸在刘耳头
上，而明通是成就刘耳，为他的仕途推
波助澜的人。明通对刘耳算是有恩情
的，只是当刘耳为明通争取机会时，没
有成功。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普通干部的无奈：能力有限，人微言
轻，并不是谁都能买他的账。

这对于明通却未必是坏事，他娶
到了心仪的妻子，婚后生活应当是比
刘耳幸福；他的孩子后来也有出息，在
银行工作，还把他接到城里一起生
活。反观刘耳，为能融入城市，放弃初
恋竹子，娶了城里的女人，一生被妻子
抱怨、嫌弃甚至碾压；他们的孩子也走
上了一条歪曲之路。

在别人眼里，刘耳算是人生赢家，
可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家
乡人可能无法理解，他吃臭馊的黄豆，
一顿饭分两天吃，缩衣减食地过日
子。当村里人有困难找刘耳借钱，我
相信很多人读到同为农村人出身的同
事老杨与刘耳的对话那一段，都会激
动得热泪盈眶，是那种“终于有人懂我
的苦”的感受。刘耳听了老杨的一翻
话和提醒：你自身难保，能力有限，要
权衡轻重，救急不救穷。村里人从他
这里借不到钱，不仅把自己的不幸命
运都怪罪于他，甚至还有他帮过的人
捏造事实对他进行诽谤，使故乡人对
刘耳产生极大的误会，也是回乡后的
刘耳受到村里漠视的原因之一。

不过，刘耳确实藏了很多秘密，他
有对不起家乡人的地方。那些错事，

便是他对明树和竹子两姐弟做的事。
这关乎明树、竹子以及他们母亲的命
运：少年明树等于是代替刘耳死在水
轮泵底下，他死了以后，老人家只能与
女儿竹子相依为命，竹子的一生却又
是被刘耳毁了，最后，只留下老人家孤
零零活着。按理说，刘耳应当尽力去
帮助明树的家人，可刘耳不仅把明树
忘得彻彻底底，还负了明树的姐姐，对
这个曾经迷恋的女孩不闻不问。

刘耳的晚年，落得既无法融入城
市也不被故乡接纳的光景，是他一手
造成的，但又不全是他一手造成，这中
间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因素。他的孤
独，城市没人听，故乡也无人懂，是一
种欲哭无泪的滋味。

再来看看作家构思这个小说的技
巧。其实我感觉不管是七个空蛋壳还
是卖话的扁豆，都是鬼子安排在明面
上的一条线，他藏在故事里的东西，更
值得称妙：

传统文化中，鸡有吉祥、守护、勇
敢、希望等象征意义。另外，从古至
今，它还被赋予了某种神明力量，是
人类与逝去的先人或神灵沟通的中
介。在小说中，作家正是赋予了鸡作
为架在刘耳与故乡人之间的桥梁，让
离乡多年的游子得以一步步的融入
家乡。

那只叫“小白”的鸡，还是刘耳自
我救赎以及为儿子祈福的中介。从
刘耳回乡后买鸡开始，刘耳将它视作
儿子，用心养育，到后来刘耳执意将

“小白”作为送老人家的引路鸡，刘耳
这个人物形象就圆满了。小说里还
安排了另外两只鸡，一只是明泉的草
花鸡，另一只是扁豆的大黄鸡，在讲
述刘耳遇到这两只鸡的过程，难道不
就是讲述他与故乡的关系渐渐融合
的过程吗？

以上这些故事情节的安排，与那
七个空蛋壳又是顺理成章、相互照应
的，让整部小说变得更丰富更饱满。
这里描写的人物性格，看似冷漠无
情，实则都是有温度的，那些温度，藏
在村庄的袅袅炊烟中，一声声鸡鸣狗
吠中，一杯杯米酒香里。直到最后，
鬼子为我们呈现的，是故乡浓浓的人
情味——在老人家的送葬队伍中，二
十个光棍汉的声声呐喊：老人家呀，
你走好呀！我们都是，你的小孩！亲
不亲生，不重要呀，我们都是你的小
孩！

这一刻，让人感叹：在生死跟前，
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原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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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形状》是仫佬族作家桐雨的诗
集，共收录170多首诗歌，描绘多个民族的
历史文化、生活习俗与民族风情。诗集的
一大亮点在于精妙运用民族文化元素，书
写八桂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桐雨在诸多诗篇中对少数民族文化
元素的精妙运用，成为展现民族文化整体
风貌的一个窗口。在《三月之彩》中，生动
展现了丰富的民族文化与独特的三月三
歌圩风情：开篇从母亲处理稻谷起笔，洁
白米粒的幽香蕴含着八桂大地农耕生活
的质朴与美好。母亲向枫叶、红蓝草、黄
花、艾草借取颜色，将自然之物融入糯米
中，这是制作五色糯米饭的手艺。随着场
景展开，壮族的服饰文化、绣球传情的风
俗、热情奔放的舞蹈以及特色的竹竿舞，
描绘出热闹欢快的节日画面，使读者深切
感受到壮族文化的浓郁氛围与无限活力。

“轮朵当”（汉语为水竹琴）是桂西一
带当地土司古乐器，后流传于红水河流域
的壮族民间。“轮朵当”全套有 13件乐器，
均由红水河特有的水楠竹、金竹、吊竹等
竹料制成，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
在《轮朵当》中，诗人将民间乐器“轮朵当”
比作“金陵十三钗”，通过“或高或矮，或胖
或瘦”“或低眉婉转，或爽朗高亢”等对比
性地描述，勾勒出“轮朵当”外表形象的多
样性与内核音质的丰富性，这种差异中又

“息息相连”。桐雨将“十三种音律”的涌
动汇聚成“悠扬的歌谣”，从视觉形象转入
到听觉感受，使诗歌富有音乐性与节奏
感，读者仿佛能听见那来自壮族人民心中
独特的旋律，给人以美的享受与无尽的遐
想。

文化是一种“意义之网”，人们通过各
种文化符号、行为和仪式来构建和理解自
身所处的世界。桐雨诗集中对少数 民族
文化元素如陶片、“轮朵当”乐器、三月三
习俗等的描绘，正是展示八桂大地上各民
族编织的独特“意义之网”。这些元素不
仅是物质或行为的呈现，更蕴含着民族群
体对生活、历史、信仰等多方面的理解与
诠释，是民族文化内涵的外在符号化表
达。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达方
式。桐雨在诗歌中巧妙地将少数民族语

言中的词汇、语法结构以及独特的韵律融
入诗歌创作。如果酒、桃花酿、雨从瓦间
滴落……这些词语、诗句源于地方民族语
言，陌生而充满地域风情，如同神秘的密
码，促使读者去探寻背后的文化意义。而
在一些诗歌里，民族语言的韵律则成为诗
歌节奏的引领，使整首诗读起来朗朗上
口，别具一格，充满创造性。可以说，桐雨
通过在诗歌中运用少数民族语言，增加诗
歌的审美张力与艺术感染力，延展读者对
诗歌内容的审美感知过程。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地区民众在长期
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生活文化，包括物质民
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等。
这些民俗事项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
体。出生在仫佬族自治县，长期工作生活
在瑶族聚集区，桐雨得以深入挖掘桂西北
地区各民族的民间传说和信仰，为诗集增
添神秘色彩。在《蚂拐节》中，“他们抬着
蛙轿/踩着鼓声腾挪/简单、古朴的舞步/仿
佛远古祭祀的/不二法则/祭拜 咒语 令牌/
清水喷面/傩面小蛙弹跳着”，这些诗句详
细展现了蚂拐节中壮族群众独特的祭祀
仪式，这些描写并非简单的罗列，而是深
入文化内核，揭示出习俗背后所蕴含的民
族信仰、历史传承。祭祀仪式中的特定动
作、祭品选择，都与壮族古老的神话传说
和对祖先的崇敬紧密相连，使读者在阅读
中仿佛穿越时空，亲身参与到这些古老仪
式之中，深刻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厚重与深
沉。

此外，诗集中还有多首诗对民俗进行
描写，如《戴面具的祖先》《最后的仪式》

《中元，踏水归去》《仰望花山》《有一种芬
芳溯水而至》等等。这些关于神灵的古老
传说，不仅仅是故事，更是人们价值观和
精神世界的寄托。蚂拐节祭祀仪式、民间
传说信仰等民间习俗通过世代相传的方
式，将民族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行为规
范等传递下去。桐雨通过诗歌对其进行
记录与呈现，有助于民俗文化在更广泛的
范围内传播与延续，使民族文化在时间与
空间维度上都得以拓展与传承。

毋庸置疑，在桐雨诗集《风的形状》
中，她用诗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八桂
民族风情的大门，透过这扇门，让人们去
领略这片土地的异彩纷呈。

风从八桂来
——桐雨诗集《风的形状》阅读印记

□兰小框(壮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