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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與人生
晉　夫

（接上期）忠心是海枯
石爛的肝膽，忠誠是山盟海
誓的承諾。崇拜是粉身碎骨
的豪壯，信念是永不懷疑的
性格。他有過一輩子只做螺
絲釘的理想，也想過為人類擔當大任的重托。
那年，那月，那個少年，最榮耀的一件事是

填寫出身貧農的表格，最大的理想是成為一個威
武的軍人，最大的願望莫過於歺桌上天天能有饃
饃。權力打倒什麼，他就歡呼什麼，偉大贊揚什
麼，他就歌頌什麼。一切同情與憐憫都應摒棄，
因為那是對人民的決絕。雖然，那個少年不知，
人民是什麼。雖然，那個少年不知，陽光也照罪
惡。少年的天空仍然欣喜著燦爛的垂暮，只是不
知當年誓詞有幾人還記得。
那時他多想快點長大成人，把自己稚幼的身

體，投入普天蓋地的造反烈火。像無數個戰天鬥
地的英雄，活成一個視死如歸的傳說。他的童年
好像活在電影裡，從未走出小兵張嘎望風的那個
山坡。
那年，那月，那個少年，看過長大的青春被

灑往荒野，看過長輩的黑髪一夜成雪。看過老
師斯文落盡被戲稱為老九，看過父母反目成仇都
在維護一個正確。看過權貴草民文武撕殺同室操
戈，看過一場場浩劫新添多少亡靈家禍。看過直
立的傲骨把頭低進土裡，看過躺下的草叢和棍棒
的撫摸。大地在拷問，這些都是為了什麼。
路還在走，走到了夢裡。歌還在唱，少年已

下崗了。等著接班的眼神看不見，誰把他的童年
弄丟了？或許，它沒有丟，是記憶把童年留在了
遙遠的故國。或許他的童年還在那片海裡飄泊。
在等待下一個少年的輪回轉世，是否能張開翅膀
擁抱自然做一次自我？少年飛走了，飛得很遠，
他常坐在一葉扁舟上隔岸觀望，自己的影子還在
當年那片月下活著。
春天還在重復著它盛開的季節，新發的枝葉

依在那棵老樹上還掛著昨天的
疑惑，什麼是家？什麼是國？
我屬於誰？誰屬於我？

這是一首描寫少年成長過程
的敘事詩，它通過回憶和感悟

作為載體，從而讓思想走出封閉的空間去觸碰靈
魂。用正常的思維來觀察周圍的世界。我們都是
從那段歲月走來，那是我們的過去，可那段過去
從未走遠，仍然是現實的存在。

二，詩人和思想
我們承認文學都有他的思想傾向，這個傾向

的存在形成了文學實質的核心，其表現應該是
個性的獨立和詩人觀察社會的的深度上。一首詩
要寫什麼想要表達什麼，通常的情況下是一目瞭
然的。廣義的詩歌應該屬於文學的範疇，但實質
上它又有屬靈的特性。文字只能記述詩的內容，
而詩的意境是一種無形，讀者的眼睛無法直接
拿捏，只能靠自身的認知經歷和想像去判斷和理
解。從一首詩裡，你看不到的東西不全都是你的
不足，只是角度不同，應該強調你看到的東西雖
不能完全反映詩的內容，但那是你畫給自己的真
實風景。詩的層面一是勾畫出詩人們的觀點以及
對社會的剖析，二是現實的環境和語境是否能讓
詩人安全地站在自己的筆塵上天馬行空地幻想。
可以想像一個詩的作者在冒著被喝茶被問訊危險
的情況下想用一首詩來描述一個真實的社會百
態，需要的不僅是思想在表達上的勇敢，還要一
些思想在表達上的技巧。文字是一個拼盤，靈魂
是食材的佐料。這食材的來源就是思想，而表達
就是把思想通過文字的翻炒做一盤取名詩歌的佳
肴。（未完）

我與塵埃認識時間不算太長，
當我把塵埃晉夫一縷清風等名字
統一成一個人，真正近距離接觸
是在去年端午時分一位朋友的紅泥
小屋，十幾人的party中，他吹拉
彈唱，無所不能。大家一起唱著懷
舊的歌曲，年代的回憶、歲月的河
流，漾滿了屋子，杯酒管弦中，我
們談起詩歌。塵埃用非常渾厚的嗓
音朗誦起他的詩作，“點亮一顆星
星”，語氣時而堅實深沉時而激越
昂揚，我被詩的境界感動，不僅隨
著他去“用煙頭點亮一顆星星”，
又想借著星光去讀懂這位似乎是突
然引起我注意的詩人。

這 時 才 知 道 他 寫 詩 已 經 很 久
了，在悉尼灘已有名氣，又知道他
是江蘇徐州人。大風起兮雲飛揚，
那裡是楚漢時期兩位雄主的故鄉。
一瞬間，覺得外表俊朗高大性格坦
誠爽朗，但又情感細膩人性豐滿的
他，頗有西楚霸王的影子。於是我
想起了用余光中老先生的翻譯名
句：“心有猛虎，細嗅薔薇”，來
詮釋我對他的印像。

翻開塵埃的詩歌，充滿著靈魂
的激流，情感的迸發和思想的岩
漿。在他井噴似的詩歌創作中，
他用精確生動的語言，用詩意的概
念，展示出對自然社會愛情和生
活的獨特理解。一那些精心挑選的
字和詞，都充滿了力量、節奏和美
感。

孔 子 說 ： “ 不 學 詩 ， 無 以
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
以群，可以怨。”意思是說，詩
可以激發情志，可以觀察社會，可
以交往朋友，可以責備諷刺。塵埃
或許正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在這樣的
詩歌路徑中尋著走著。讓我們可以
沿著他的詩歌窺探他豐富的內心世
界，感受到他的長嘆憤怒和悲傷憂
患，並通過此種感覺，引發了讀者
內心深處的共鳴和情感湧動，推動
詩歌深刻的社會意義和價值，激發
人們對社會變革和進步的思考。

閱讀塵埃詩歌，首先讓我感覺
的是他對現實的思考並由此產生
的責任感和思想情懷，雖然去國
懷鄉，離祖國那麼遙遠，他始終把
自己故鄉作為他詩歌的原點，以
飽滿的熱情，對那片土地上發生的
的一切給予深切地反思和關注。民
生的艱難、社會的不公、低層人民

的辛苦，始終是他詩歌反復對距的
焦點。在《古人，靈魂，自由與時
間》的詩中，他一開頭就以獨特的
詩句直抒胸臆：
久病疾復的驚恐
是如夢已碎的思念，
故人長絕的渡口
堆積的是塵道厚重的雲煙
道出了故人驚恐不安地與疾病

抗爭的艱難。也許他要撕開的是一
道不公的醫療福利制度，嘆民生之
多艱。但在現實面前，他胸中燃燒
的感情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於是充
滿無力感的他只能深深的感到生命
的毀滅與絕望，發出“永恆的留給
靈魂，短暫的留給今天”的吶喊。

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
傷春。他對那件驚怵的邯鄲事件寫
出了痛徹心扉的文字:
長冬積攢了過多的蒼涼，
疼痛在胸口發出了芽，
砸碎的骨頭格格作響
怎以撫平乾枯的河床……”
他用曲折的語言，想發掘更深刻的

思考：

三尺凍土下
活埋的並不是一個少年
浪花山花茉莉花
都進了活埋的名單
一城邯鄲人的人間煙火裡
橫行的又何止是三個惡魔
有人手指一揮
就霸凌了一口鍋。
雖然塵埃的詩憤世嫉俗，頗有

楚子的家國遺風，但是他的詩也不
僅僅停留在憂患和絕望，他的詩仍
然是有力量的。在對現實感到無力
的同時，他仍然星星點點寫下對明
天的盼望：
願你閃亮的眼睛，
在黑夜的額上畫幾顆星星，
願每一次投向天空的眺望
都會推著月亮靠向黎明，
他仍然在寫著:
邯鄲沒有死，
只是初春一次
並非偶然的生命之殤……
所以在他的詩中，我們還是有

理由相信：春天在我們的執著和反
復確認中，遲早會到來……

其次是覺得他對詩歌創作技巧
和作品的把握，已達到一個真正詩
人的水平。雖說詩無達詁，但當前
的詩壇，確實比較讓人困惑，幾乎

每人都能寫詩；幾乎只要分行的文
字都可以冠為詩作。可是在塵埃的
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一步步走
向成熟的詩意像素，各種熟練的修
辭手法和主題和意像的靈動把握。
他那思維跳躍自如的文字，通過適
當的句子和段落的排列，娓娓流
出，創造出一種流暢有序的結構，
使他的詩歌更具藝術感和表現力。
在《背向你的大海裡》他對海子忽
明忽暗的命運寫道:
你接過缺席的詩冠加冕，
卻承載不了現實的悲哀，
這是你個人的宿命，
卻拉黑了一個時代。
好一個拉黑了一個時代，他用

這種語言的錯位、內在的邏輯聯
繫，把他要表達的內容含蓄地呈現
了出來。
“你的解脫是一種激活，
你的消逝是一種存在……
我的靈魂每天經過你的海
還在退潮，
泥沙又成災”……
這充滿哲理的詩意表達，沒有

直接說出社會與詩人的格格不入，
而是用隱喻的象徵和意象來描繪出
現實存在的種種矛盾和困惑。他詩
歌中常常出現對死亡和永恆的思
考，通過對生命短暫性的感知及探
索，去追求內心的平和與永恆。

最後作為點評，找點碴子。個
人覺得在詩人如黃河之水天上來的
文字激流中，在勢如決堤的豪放派
氣質裡，詩人是否可以在佈局謀篇
和詞語的把握中更上層樓，讓詩的
結構和語言更加精確和凝練。

心有猛虎細嗅薔薇——塵埃詩歌點評 湯  燕

■湯燕在4月6日研討會上發言。

他至今沒出一本詩集，也從不
投稿，卻是真正的詩人。讀過他的
詩文，便明白什麼是詩如雨下，什
麼是出口成章。

在許多個月色如霜的長夜，
他獨坐在那間被架子鼓、吉他、小
提琴等諸多樂器擠得滿滿當當的
房間，在煙霧繚繞中寫下一行行詩
句，直到夜深，直到黎明。那或許
是百行長詩，一氣呵成直抒胸臆；
或許是數篇短詩，字字情深落滿淚
滴。他的詩裡有燃燒的火焰，有奔
湧的激流。

他寫少時的卑微和懵懂的不
甘，他為被放逐的八百萬青春發出
深埋的心聲：
一滴春淚，
泡濕了多少故事，
又乾在了低頭的麥穗上。
聽見一聲聲窒息般的吸呼，
起伏在天空和大地之間，
那是青春的鐮刀在收割草荒。
用一滴春天的淚，
去見證秋天麥穗上的一粒輝煌，
不再憂傷。
（摘自《春天的一滴眼淚》）
你是我的傷，
被遺忘遮住了囗。
你的我的痛，
被晾曬在夕陽的盡頭。
你是我的苦難，
如果生活本來就是這樣。
那你就是我的不幸，
本該怒放的初夜，
凋零在一站不該等的守候。
我沒有選擇，
因我沒有選擇的自由。
（摘自《知青，說聲無悔很難》）
他寫故鄉的明月和游子的思

念，寫對第二故鄉的熱愛與感恩，
還有對母親的追憶與懷念。
中秋節裡，
爸爸抽著煙袋，
媽媽繫著圍裙。
一塊月餅上，
留下歲月咬過的那一口
飢餓的靈魂。
（摘自《中秋詩25首-望月》）
還有他的《離家》：
視線裡
總有一條河，
從天上延伸到眼角。

睡夢裡，
總有一場雨，
淋濕過故鄉。

離家時，
總有一句話，
是說給自己的爹娘。

中秋節，
總有一輪月，
把一生的故事收藏。

我出了趟遠門，
家也去了遠方。
對春花秋月四季更迭，他不乏

紛飛的意向和細膩的感懷。對顛倒
紅塵世道人心，他敢為天下詩人所
不敢為，以文字為劍直擊要害。請
看他摘自《成熟，詩的法場》這節

靈魂詩人塵埃
哲  嘉

詩：
這世界都在左右搖擺的路上，
仕途，讓五斗米抽去了脊梁。
榮耀，讓虛幻束縛了靈魂的翅膀，
知足，讓悲憫無所適從，
財富，讓人忘記了還有死亡。
那些開過的花下過的雨流過的淚，
都成了一世𣎴可救贖的傷。
從沒有反思當然也談不上遺忘，
這世上一遭，
難道只為見證一次次新衣登上廟堂。
他謳歌生命的頑強與美好，他反思

人類的困境和掙扎，他發出古老而新鮮
的天問，他直面人性的幽微和黑暗，卻
不失對未來根本而頑強的希望。請看他
的《火》：
劈開骨瘦杇枯的森林
灌醉花天酒地的天國
推倒廟堂糜爛的宮殿
抽乾咆哮如雷的黃河
淌過人海淹死的泥沙
嘗過聖人種出的苦果
推過風霜拉過的驢磨
點過煤炭熬過的蹉跎
這一路灰燼璀璨
這一路雪雨婆娑
經歷多少美麗的背叛
目睹多少圓滿的離合
等到靜好的歲月脫去偽裝
等到翠紅的血海變成沙漠
就是這樣的我也不敢說
我的悲涼曾在風中燃燒過
那時的你或已找不到我
更沒想到過
我會用一首詩把自己點著

如果你沒經過夜的黑
就別問我的眼裡為什麼
總是有火
就這樣，在那些暗夜，詩的激流被

他彙聚成奔流的長河。他對自己的半生
做了總結：
“出生便遇飢餓，始學又逢文革。

少年下鄉種地，回城煤礦勞作。師範
數載寒窗，風景一路坎坷。十年講台誤
人，也曾披星戴月。兒時夢想吃飽，辛
苦只為活著。三十而立追浪，向往自由
漂泊。閑時吹拉彈唱，偶爾弄弄筆墨。
詩輕歌淺，章窄意薄。留下一段文字做
標記，這個世界我曾來過。”

皇皇700詩篇，就被這個徐州漢子
輕描淡地歸為“一段文字”，如此這般
的舉重若輕恐怕是激情詩人中絕無僅有
的。難怪這些源自心底深處的長長短短
的詩句，會委屈地躺在經過煙熏火燎的
抽屜裡，絕少有機會出來透氣。而即便

是這有限的機會，也只是在小小詩
群靜靜地發出。對如此小範圍的分
享，這個以詩句縱橫天地的才子，
卻會惴惴不安，擔心發詩多了，會
攪擾大家。那是他的敏感和細膩，
也是他的謙遜和質樸，曾在田間勞
作，曾在地下挖煤，少時卑微的起
點，在他的心中刻下深深的烙印。他
給自己起第一個筆名是“塵埃”。

塵埃的心在詩上，至於是否發
表如何出版，他並不在意，也絕少
考慮。他所在意的是那些對他的詩
句真誠而熱烈的回應，那是他的心
血詩句對鮮活靈魂碰觸所激起的熱
切回應。而這是真正詩人所能得到
的最高獎賞。

縱覽古今，大多數詩篇總不出
風花雪夜的模式，亦或沉浸於遣詞
造句的游戲，或者營造唯美虛幻的
情境，而敢於直面時代的創傷，揭
示慘淡人間的詩人卻少之又少。如
今，這樣的詩人更是鳳毛麟角，甚
至在海外也是如此。但文人的使命
從來不是粉飾太平，是如詩經《國
風》般以鮮活的靈魂觸摸活生生豐
富的生命體驗，是杜甫筆下的生如
螻蟻活之艱辛，白居易筆下的酸甜
苦辣悲歡離合，是李清照筆下的愛
恨情仇掙扎跌倒，是余華莫言筆下
顛倒人間幽微人性，是屈原發自心
靈深處的憤懣和吶喊，是東坡痛定
思痛的超然和升華，還有在經歷所
有之後的仰望星空和不墜的希望。
也只有被流向心底的淚水和源自生
命深處的痛感浸潤的詩句，才有震
撼人心的力量和蒼涼，才會如歷經
歲月風霜的陳年老酒般回味悠長。

靈流詩人雪陽說：“真的詩
人就是借助存在的必然悲劇感和時
代的偶然性苦難並以各自的方式
復活了縱向第二生命的人，因此他
必能自重其靈自貴其心，歌哭無忌
一任天情，立於大地之上，無愧於
天者只能是詩意的冥想，自由的歌
唱。”以這個定義，很少寫詩的人
夠的上這個標准。而塵埃正是這樣
的詩人。

塵埃說：“詩人是一種靈魂的
修煉，寫詩是一場靈魂的雕琢。”
是的，這萬丈紅塵就是造物的傑
作，靈魂的道場。每一粒塵埃，每
一粒沙粒都被打磨，每一個靈魂都
被錘煉。願藏在塵埃心中的詩篇張
開靈流的翅膀，在紅塵雨雪風霜的
交響中飛過風雲變幻的長空，願詩
的光影與淚滴觸摸更多的靈魂。

最後，請讀晉夫（晉夫是塵埃
的另一個筆名）的《孤獨的筆》：
當黃昏來臨，
那隻塗描陽光的筆，
也寫完了自己的故事，
與世分離。

臨走時，
有人把筆埋入大海，
有人把筆埋在心底。
有人把筆埋入了星辰，
有人把筆埋在了過去。
等我走去了遠方，
我會把筆埋在哪裡？■晉夫、哲嘉、池青橡在研討會上。

你的詩是天山千萬年的積雪
被地心的岩漿溫柔地撫摸
金色的聖山也悄悄地吻過
激動的雪化作叮咚清徹的淚泉
滴答滴答滲進了母親河的懷抱
詩歌背負起長途跋涉的苦行僧

從此詩歌的種子流淌在江河小溪
在灑下青春汗水苦澀土地上播種
你的詩開了花沒有花名沒有季節
遠目極望的滿山遍野都在盛開
當逝去的知青音符在天空飛過時
詩歌泉水灑向天空開出美麗的花

5月4日（周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將在Rock-
dale樂調圖書館四樓會議室舉行研討會。何與懷博士主
講，講座題目：

莫言論爭Controversies over Mao Yan，Winner 
of the 2012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何與懷博士現為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榮譽會長、
悉尼華文作家協會榮譽會長、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
學術顧問、《中文學刊》名譽主編、《休斯敦詩苑》
編委、《澳洲新報》澳華新文苑主編、澳大利亞華人
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除一般寫作外，主要研究興
趣是華文文學與當代中國問題。曾獲國內與國際多種
獎項，2021年榮獲澳華文化界終身成就獎（Australia 
Chinese Cultur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此項講座由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與澳大利
亞華文作家協會協辦，歡迎大家踊躍赴會。

樂調圖書館地址：444-446 Princes Highway，
Rockdale NSW 2216（圖書館大樓後有停車場，如坐火
車，則在Rockdale火車站出口左手方向步行三四分鐘。）

“我像一片遠古歸來的雪
   花，
仍保留著最幽冷的體寒。
……
還需幾世的煙火，
才能把這飄來的
潮濕種子烘乾。
……
每當那溫柔的國歌響起，
你是否也和我一樣，
有一種起死回生的懾骨之感
……”

夕陽西沉，赤貧的荒野上站
著一個滿臉灰塵的，沉思的年輕
人，他就是塵埃。

塵埃從苦難走來，是無數把
青春揮灑在田野上的知青之中的
一員。不同的是，他從漆黑的煤
礦走來，帶著他不能被馴服的強
悍與思索。

他頑固地量度著生命，是人
群中少有的敢於追尋生命應有的
幸福，尋找真我的人。追尋的苦
旅讓他絕地反擊。發出了撼動的
詩句。

90年代，塵埃與其他知青
一樣走進另一個世界：澳大利
亞。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體
驗，甚至是不同的價值觀的衝
突，讓他們產生了復雜，深刻的
困惑。

從塵埃這首詩我們可以看
到，詩人走出來了：從鄉愁，孤
獨，迷失，走上一片乾淨，溫
暖，充滿自由與愛的土地上。像
一只孤獨的繭終於飛出一隻蝴
蝶，在艷陽下翩翩起舞；詩人一
旦振奮，就馬上煥發出他的本來
面貌。

好的詩人發出的應是時代的
強音，也是人最深處的靈魂的活
動。我試著這樣形容：詩人用阿
炳哀怨悠長的二胡，奏出了貝多
芬雄偉的命運交響樂。他的詩句
有如冰雹敲擊人心，每一下都是
淚，都是疼。它們來自詩人對故
鄉不能轉移的愛，也來自他靈魂
的力量。

很多人為自己而痛，塵埃卻
是為他人而痛。這是他與其他詩
人最大的區別。

人往往易於集中在語言技巧
上，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
其實一首讓人不能忘記的好詩，
主要不是靠語言技巧，而是內
容，是高度凝聚的情感與幻想，
是詩人在瞬間把他感知的元素揉
合，整理，呈現的能力。

詩人的才華與大自然的演變
很相似，一樣地充滿未知、不測
與偶然性。

一些人為了許多的瞬間，喪
失了永恆。而好的詩人放棄了很
多瞬間，得到了永恆。

塵埃的詩有一種無限的荒
涼，苦澀與辛酸，還有一股頑強
的活力；如滾燙的岩漿，如溪水
潺潺，如漫天飄雪，思如泉湧是
他的特徵。

據說魚的記憶只有幾秒鐘。
人類實際上是五十步笑百步：部
分人的記憶可能只有幾十年，幾
年，甚至沒有... . . .歷史的延續，
需要好的詩人作家讓它復活，把
生命的真相，偉大，壯麗和慘痛
牢牢刻在時光的里程碑上。

塵埃把整整一代人的心路歷
程記錄下來了。他讓我們生動地
回顧當年的知青們，是怎樣把寶
貴的生命消耗在田埂，在荒野，
在山頭。他們在苦役中與夢想、
青春擦肩而過，留下的哭與笑，
激情與思索。

他的詩也混合著月色，泥
土，煤炭，汗水，花香……

如今，知青們的白髪裡藏著
無盡的挫折，皺折裡藏著未滿足
的願望，未感受過的美好，胸口
藏著生命的不甘。但他們飽經風
霜的眼裡，依然隱藏著對未來的
憧憬與希望……塵埃用歌的韻律
表達了這種復合的情感。

因此在我眼裡，塵埃是這個
時代的彌足珍貴的詩人。

Bayside Council 市政府网站	 www.bayside.nsw.gov.au
Bayside Library	图书馆网站	 library.bayside.nsw.gov.au
Enquiries	电话查询	 Bayside 图书馆 9562 1694

Online bookings are required at: 
baysidelibrary.eventbrite.com

Controversies 
over Mo Yan 
Winner of the 2012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Guest Speaker: Dr Henry He

Bayside
Libraries

Saturday 4 May 2024, 10am – 12pm
时间: 2024年	5月	4日星期六	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

Rockdale Library, Level 3 Meeting Room
444-446 Princes Highway, Rockdale
地点:	 乐调图书馆三楼会议室

invite you to a literature talk 
for adults in Mandarin

莫言论争
何与怀博士主讲
何与怀博士现为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悉尼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世界
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学术顾问、《中文学刊》名誉主编、《休斯敦诗苑》编委、《澳洲
新报》澳华新文苑主编、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召集人。除一般写作外，主要
研究兴趣是华文文学与当代中国问题。曾获国内与国际多种奖项,	2021年荣获澳华文
化界终身成就奖	(Australia Chinese Cultur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Supported by The Federation of Australian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s. 
Australian Chinese Writers Inc.

研討會通知

■何與懷講座《莫言論爭》海報

塵埃裡綻放的詩歌
桑  梓

談塵埃的詩

■研討會後，晉夫與文友合照。

夏  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