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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务
河

耿占春，文学批
评家。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以来主要从事诗
学研究和文学批评，
主要著作有《隐喻》
《观察者的幻象》《叙
事虚构》《失去象征的
世界》《沙上的卜辞》
等。另有思想随笔和
诗歌写作。现为大理
大学文艺评论基地教
授，河南大学教授。

在早春的清晨
听一只大提琴曲

老友发来一曲名为《往事》的微信
大提琴的诉说让我想到了
往昔众友们日渐苍老的面容

春日的绿风拂动林梢
鸟雀齐鸣 而大提琴低诉
世事悠然 远山 群青色的背阴处
山桃花闪动早春的明媚
想到我们曾经沦落的水乡
青春伴着欢乐
也伴着无以诉说的苦闷与创伤
那时 我们只是愤然抗拒
还无意责问：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今晨 在早间新闻里
那个因阿富汗战乱而亡命爱琴海的
阿萨德
一个多么优秀的青年
英俊 健壮的体魄 流利的英语
他远离家乡和新婚的妻子
从去年到现在 一个普通难民的旅程
从一个边界到另一个边界

从一所难民营到另一所难民营
吃尽了饥寒与离别之苦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
每一代人都有不忍回首的罹难

春风无知 吹绿了四野
一位大提琴手 让泪往心里流

那碰触我心的
只是一个简单的汉字

那碰触我心的是一首童年时并不喜
欢的歌谣
一个推着铁环狂奔的下午
一位哭泣的老者让我呆立在那儿
一棵沧桑的老树在秋风中将枯叶落
满了庭院

那碰触我心的是一条别离的乡路
懵懂的少年
向着并不知晓的未来迈出了稚嫩的
脚步
汽笛长鸣 那列冒着浓烟的老火车开

向了多年后的现在

那碰触我心的是父亲强忍住病痛
的脸
那些群盲涌动的年代 动荡是生活的
常态
我们的上一辈人承受了太多的生命
磨难

那碰触我心的
是与母亲深夜对谈时她轻轻地诉说
从一个乡村少女到银发稀疏的老年
我听出了乡愁的遗韵和对故土深深
的眷恋

而许多时候
我们逃离现实沉于孤灯与书卷
那碰触我心的有时只是一个简单的
汉字
当我用诗歌诉说
这些分行的文字
跌宕起伏 有时慰藉 有时释怀
我真想知道
那触动我心的诗情到底源自于哪儿

傍晚走过涅瓦河
——给索菲娅

傍晚走过涅瓦河，
河水那么黑，那么深沉，那么活跃
（像是在做“跳背游戏”）
让所有走过的人都压低了嗓音。
这是2016年7月初的一个黄昏，
一代又一代诗人相继离去；
彼得堡罗教堂高耸的镀金尖顶
留不住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
人们从大铁桥上匆匆回家，留下你
和我，
把头朝向落日，朝向暗哑的光，
朝向沥青般的彤云，

“我们回去吧，我冷”

可我们还是在默默地走，
唯有风在无尽吹拂，
唯有波浪喋喋有声，像是从普希金
或阿赫玛托娃诗中传来的余韵……

麻雀啁啾

在我家厨房外的小露台上
天气好的时候，总会掠过几声麻雀的
啁啾
这曾使我深感惊异
有几次
我们甚至还在窗台边对视过
它们飞来，蹦跳着，眼睛圆睁
似乎对我也感到好奇
然后一拍翅膀，就没有了……

我已很久没有这样亲近过什么了
我甚至放轻了自己的脚步
这些小机灵鬼，它们没有鸿鹄之志
它们寻找的，无非是草籽，幼虫
或一点什么味道或讯息
但它们好像从我童年的那棵老榆树
上飞来
它们飞来
三月和四月才真正变绿了
它们一再飞来
好像无论如何
在我们的生活中仍会有音乐响起
——
这是多么好啊
我在我寂静的房间里穿行
伴着几声麻雀的啁啾

同 舟
——为森子而作

我热爱无人看守的风景
甚于人见人爱。我乐山，也乐水
最好是，山水相连。

谁渡我百年？谁家女子与我同船？
我从来不是一个好的划手。
且听春风载我于水上。
水波不勉力，也不尽责，
水波的一生只自如；
如果我们的爱也如此，
否则它就是一支反向的桨。
执着的人不堪自渡。
我的船只信任波浪的势力，
从此岸到彼岸，从春到秋。
春秋，我们在此岸反复写信
给宠爱我们的梅花；在彼岸

我们的自我悬在雨丝风片，
一只鹤飞跃的弧形。
风景是我的一支桨，诗是另一支。
有时我们写出的比我们高贵，
但我们写出的也叫我们高贵。

最得力的一支桨，不要误认爱情，
叫友谊；不信我的人会撞到南墙，
回头也不见岸。

比起舵手或桨手，我更爱靠近舷窗的
位置。
翻动的酒帘如我的心动。
你说，风给我们的自由已经足够。

返魂香
——为Z.R.而作

瓦垄上，细雨溅起轻烟。

酒帘低垂。酒人飘过石头的桥拱。
在江南，你吻过稻花、米香和波影。
作为隐士
我与你手植的梅花重逢于山阴。

青溪之畔，白鹭借我袅娜；
倏忽往来的游鱼借我无心。
汀步石之上
春风撩乱往生的心绪；
流水映照前生。你呼吸
耕读的麦浪就起伏，白云就出岫，
松涛就沿着山脊的曲线回返。

塔影宛如重来。山水间，
我们一起听过雨的凉亭
此刻无我，也无你。
时光如笙箫，
引你我于清空中重觅
前世余音。

在准噶尔荒原的星空下

无边夜幕。旧时的屯垦营垒
已混沌成一片烟墟般的大地之根

那是在准噶尔荒原的星空下
我们躺在自家棚顶，或干苜蓿草垛上
数星星，童真的眸子和星光一起闪烁
横贯中天的银河，似有我们的戏水
喧笑
有我们越漂越远的歌谣，和苇叶之舟
草虫唧唧，蟾蛙在旷野之腹沉沉低唱
我独自一人，漫游在农场子校背后的
荒原
那一片最后的原始荒原上，我茫然无
语地
游荡了很久很久。像一匹离群索居

的小狼
一个举棋不定的新弈者。
即将结束的中学时代
未卜的理想前程，微茫的未来之路
……
仿佛宇空背景下那荒原纵深斑驳的
远方

但我竟蓦然抬头看见了那柄长勺星
儿时坐在父亲肩背上遥遥指认过的
北斗七星
那一刻，它在苍穹中的光芒是清冷、
静穆而渺远的
可我那么痴迷地仰望着它，
久久不愿离去……

萤光熠熠的星空，一颗流星悄然划过

天际
我觉得正是它以迅忽的闪电灼亮了
我的心灵
——不，它不是迷茫之陨落，而是祈
望之萌生
头顶满天星，怀抱星光的人如盗者欣
然返回

九月，诗与酒的高原
—— 第三届昌耀诗歌奖获奖作者作品选登

林莽，中国作协诗
歌委员会委员，北京作
协理事，《诗刊》编委，北
京大学新诗研究院特约
研究员。

出版诗集、诗文合
集、诗画集等十几部。
编辑和主编诗歌选集、
专辑几十种。现为中国
新诗理论创作研究刊物
《诗探索》作品卷主编。

王家新，诗人、批评
家、翻译家，现为中国人
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著有诗集《纪念》《游
动悬崖》等，诗论随笔文
集《人与世界的相遇》《夜
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没
有英雄的诗》《为凤凰找
寻栖所》等，翻译集《保
罗·策兰诗文选》《带着来
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译
诗集》《新年问候：茨维塔
耶娃诗选》《没有英雄的
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
选》等三十多种。新近编
选出版有《新诗“精魂”的
追 寻—— 穆 旦 研 究 新
探》。

彭惊宇，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中国诗
歌学会会员。《绿风》
诗 刊 社 长 兼 执 行
主编。

出版诗集《苍蓝
的太阳》、文学评论集
《北国诗品》等。有诗
歌专著和文学评论专
著获省、地区级政府
奖，并入选不同版本
的中国年度诗选。

西渡，1967 年生
于浙江省浦江县。现
为清华大学中文系
教授。

著有诗集《雪景
中的柏拉图》《草之
家》《连心锁》《鸟语
林》《西渡诗选》，诗论
集《守望与倾听》《灵
魂的未来》《读诗记》，
诗歌批评专著《壮烈
风景——骆一禾论、
骆 一 禾 海 子 比 较
论》。部分作品译成法
文，结集为《风和芦苇之

歌》。曾获刘丽安诗歌
奖、《十月》文学奖、东荡
子诗歌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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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昌耀诗歌奖

获奖作者介绍

第三届昌耀诗歌奖·理论批评奖获得者 耿占春

第三届昌耀诗歌奖·诗歌创作奖获得者 王家新

第三届昌耀诗歌奖·诗歌创作奖获得者 西渡

第三届昌耀诗歌奖·诗歌创作奖获得者 彭惊宇

第三届昌耀诗歌奖·特别荣誉奖获得者 林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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