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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本好书，

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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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秀澎老师诗词自选集《因而，歌》的扉页，

“谨以此书献给母亲八十寿诞”几个凝练的字分外

吸睛，增加了一串串意象的功效，让我明白秀澎出

版此书的目的。

我在《宪问》中曾读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

学者为人。”话的意思有多种解释，我倾向的意思

是“古人研究学问为自己，今人研究学问为别

人”。迁移到写诗上，就是有的人写诗是为了别

人，有的人写诗是为了自己。阅读了扉页，显然秀

澎写诗词是为了母亲，为了向母亲寿诞献礼，为了

让母亲在八十岁生日之际检阅一下自己儿子的诗

意的工作和生活。

想到这里，我的内心顿时温暖起来。我打开

诗词集，如同与秀澎眼眸对视，穿越他过往的岁

月，在心灵最深处与诗人相逢，品味着他的诗意生

活。

生活的光影旋转散射，许多惊艳的光，大都转

瞬即逝。但秀澎用诗词留下了印记。秀澎的诗词

选材较宽，有写父母旅游的，有写夫妻恩爱的，有写

节日感怀的，有寄语孩子的，有记录邻里幸福的，有

国之大者，有写家庭小欢喜，有关注时代的，有杂感

生活的，有悼念英雄的，有饱览山河的，有访古探幽

的，有点评人物的……父母、兄妹、妻子、邻居、英

雄、院士、城市、乡村、大山、河流、风雨、星月、季节、

时代、寺庙、公园……但凡入了眼帘的，都能进入秀

澎诗词的锦囊。这说明，诗词是其人生与心灵的忠

实记录。

有人说，真正的诗人都具有爱的天性。他们

爱父母、爱人类、爱自然、爱自由、爱真、爱善、爱

美，眼里容不下专横与虚伪的沙子。他们能从爱

出发，打量世事，抒写人生。他们常常是社会触角

的敏感器，总是在第一时间把真善美挖掘出来，展

示给社会，同时也顺带把假恶丑拖拽出来，抖露在

人们面前。因而，人类有了诗人，便有了心明眼

亮；世界有了诗人，便有了丰富多彩。读秀澎的诗

词，便更觉得此言不虚。

秀澎写爱的诗词不少。如《桂林一日》《港澳，

爸妈来过》《风起，爸妈回家》《一三·一四》《凤栖

梧》《孩子，你飞》《蝶恋花》《诉衷情》《致大哥》《七·

二〇》《己亥新诗》《这一日，世界微笑》《寒衣二首》

《曲向天歌》《和海军处长》《双星祭》《春节你值

班》……他写父母、写兄妹、写邻居、写友人，甚至

写月光、写根语、写茶思，都是为了表达爱。

银燕飞，八桂处处不思归。

不思归，漓水悠悠，此情相随。

年年那日暖风吹，根深叶茂喜望回。

喜望回，漫看斜阳，与汝同追。

《忆秦娥·金婚行》

这首词是徐秀澎纪念父母金婚所作。文中用

了“银燕飞”“不思归”“喜望回”，靠意象的力量展

示了“情相随”“与汝同追”的深情。

《凤栖梧》是抒写妻子的，同样调用了意象的

力量：“望中犹记长安路，一十八载，正是春芳妒。

盈盈清泓惊白兔，已将此生与君付。今夕华灯雕

碧树，旺火铜炉，汤滚莫停箸。漫卷烟波寻常暮，

碧海青天纤云驻。”诗人浓浓的情和深深的爱不是

直白陈述出来的，而是运用诗的语言与技巧呈现

出来的，特别是运用情感浸泡过的意象呈现出来

的。这是我特别喜欢他的诗歌的重要原因。

对照近几十年的诗坛，你会觉得，这种诗风特

别值得珍惜。意象的运用说到底是对语言的诗化

处理，是语言的具象化与写意化。诗的语言来源

于日常语言但又不同于日常语言，它是对日常语

言的诗化处理与再提纯，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组合

法则。这种组合法则和组合后所诞生的语言，往

往与其他文学语言也不相同，它是独特的、唯一

的。它不仅能表达“意义”，更能表现“意味”。它

是一种承载了社会意义的“有意味”的意象组合。

而当下一些“新潮”诗人却粗暴地放弃了这一点。

他们感兴趣的是剔除“诗家语”，而让缺乏内涵与

情感吸附的直白语句矗立诗的中央。这是一种致

命的缺陷。

与爱相连的，一定是把纯真的心交给生活。

秀澎的诗词时时处处都在记录与表现自己的生命

律动。他用诗词的眼光看世界、看人生、看家人。

他的诗词是他生活的影子，勃发爱的温度。正因

如此，他的诗词没有隔膜感，也没有晦涩难懂的地

方，能一下子进入诗人所表现的情境之中，入乎其

内，又能出乎其外。他的诗词也很符合中国传统

诗词“诗言志”“诗缘情”的审美观，没有复杂的隐

喻，也没有冗长的句式，而是以清新自然、质朴轻

盈的语言，在天、地、人三位一体中，写出了亲情、

爱情、友情、乡情、家国情，唱出了自然之歌，吟出

了人生的况味。

秀澎的诗词不仅有生活、有底蕴、有创作积

累，而且还注重“兴发感动”。读他的诗词，即兴感

浓烈，日记味道醇厚，真善美的情怀扑面而来。从

哲学的层面上讲，人的生命本能有两种存在形式，

一种是阿波罗本能，再一种是狄奥尼索斯本能。

前者依靠想象来超越生命和生活经验；后者则注

重于现实来感受生命的真实存在。秀澎的诗词显

然是属于后者。你看，“云隐月亮，溶溶关山莽”，藏

进和谐的平仄；“再挂信风云帆，载得鱼羊满舱”，糅

合悠远的意境；“自相守，情意投，双飞鸥。茫茫人

海，百觅千求，修此同舟”，道不尽爱的衷情；“守住

一方静好，挡得八面刀枪。十亿安危铁肩扛，此心

从来不忘”，讲究霸气侧漏；“孤墙瑟瑟影，沧桑五百

年”，蔓延锥心的痛楚；“当年孤帆远航，今宵望断故

乡。此情鸿雁难托，轻唤一声爹娘”，谱唱斑驳的曲

调。

生活最好的境界，便是我自风情万种。这是

秀澎的生活状态和生命状态，也是他诗词呈现的

美好状态。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乏诗

意。只是红尘喧嚣，我们被时光的洪流裹挟着奔

跑，渐渐忘却生活的初衷，遗失了灵魂。

读完秀澎诗词自选集，我们应拾起诗意与恬

淡，做精神上的富翁。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远

游，诗词创作更是这样。无论是格律的诗词曲赋

还是现代的诗歌，无论是深入脚下的土地还是神

往心中的家园，诗歌总是奔走在大地与心灵之

间。无论是向上仰望天空还是向下俯视大地，超

越现实与关怀现实同样值得充分肯定，尤其是身

处当下如万花筒般变幻的生存境遇中，常常交织

着希望与绝望、爱恨与冷暖、喜怒与哀乐。作为诗

人，唯有坚定地守护着那些记忆，珍视对于生命历

程和当下生活的真诚诉说，重视笔下的语言与现

实在相互搏击时烙下的印痕，如是，所有在诗中留

存的记忆和个人经验，哪怕看似平淡琐碎，但其中

流淌的体温和跳荡的脉搏，同样可以承载自己的

理想、意志和精神。难得的是，《因而，歌》能以开

放的视野，以爱的名义，为我们提供一个心灵对话

交流的空间，把读者引向一个共享和合的视界。

这应该是秀澎的本意。若此，秀澎的想法、眼光不

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

惟其如此，《因而，歌》才诗意无穷！秀澎才因

为爱，不负韶华！

读罢黄克武先生的《笔醒山河：中

国近代启蒙人严复》，我在思考作为一

名普通的读书人，如何在一个新的历

史起点上，在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进程中，学习领悟包括严复在内的

我国早期具备世界眼光的启蒙者留给

我们的精神财富，从中得到认识今天

中国问题和解决今天中国问题的智慧

的启示，进一步化作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个人认为，首先要让更多的人了

解《天演论》于近代中国人建立的宇宙

与历史解释的框架作用，以及这种历

史观对于认识我国国情、设定未来努

力方向的积极作用。

相信有不少人都知道严复以及他

的《天演论》。但是，严复翻译的《天演

论》是如何肯定了赫胥黎的伦理关怀，

如何思索国人要怎样应对物竞天择的

变局，从而达到保种图强之目的？说

实话，除了一些专门研究严复的人，其

他人都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不了

解这笔精神财富是什么内容，又从何

谈起从中汲取力量呢？近代中国的梁

启超、鲁迅等人可都是对此有着深刻

认识的人。把这种认识化作精神力

量，不是写一两篇纪念文章或者一两

篇研究论文就能解决问题的，需要宣

传，需要把这种思想在各个方面都能

有所体现、有所反映才行。

虽然严复是开眼看世界的先驱，

是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但

是由于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

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尽

管如此，其特立独行的操守和学术政

见一以贯之的原则，应该成为知识界

不可多得的精神遗产。尊重多元，自

然包括对思想及其主张的多样化。

相互尊重，可以作为互补或者借鉴。

那种简单化的非白即黑，只会让多彩

的世界由精致变为粗糙，由文明回归

野蛮。

严复的一生既放眼看世界，又保

有纯正中国心。这是最为珍贵的精神

遗产。严复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

这在他的思想系统里有着强烈的体

现。如前所述，他之所以要介绍《天演

论》，就是思索国人要怎样应对物竞天

择的变局，达到保种图强之目的；又如

严复对国性（即民族精神）的思考，是

希望以我为主，吸收西方长处，来描绘

中国启蒙的蓝图；再如严复的教育思

想，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富强与自由

的国家，必须以教育方式，培养出德、

智、力兼备的现代国民，而道德方面的

重要基础是儒家伦理，以此为根基，吸

收西方思想、制度与科技成果。在此

理念之下，强调中西学应分而治之，并

在个体上完成融合，等等。可以说，在

如何融合中西方面，严复做出了有益

的尝试，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既保持中

国特色的自信，又能融入世界进而影

响世界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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