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作
家
面
对
面
】

主编：吕洪燕 美编：李萍 审读：于晓平 2023年6月8日 星期四

周
刊

悦
读

青岛 报 14

闫殿才：行走山海，书写人间

在行走与书写之间，青岛作家闫殿才选择
了诗意的表达方式，最新作品集《山海人间》收
录了他在 2019 年到 2021 年之间创作的诗歌。
诗集共分《高原行》《人间书》《春风暖》《江湖吟》
四辑，诗歌137首（组），闫殿才以差异性的内心
体验和对现实的观察角度，并最终转化为自己
的诗歌语言。既有对阅历的丰富积累、对生活
的敏锐发现，也有对思想的深度解剖，字里行间
充满人生哲理。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
名作家陈彦最新长篇小说

《星空与半棵树》近日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

陈彦现为中国作协副主
席，有戏曲代表作“西京三部
曲”《迟开的玫瑰》《大树西
迁》《西京故事》，以及长篇小
说《装台》《主角》《喜剧》等，
其中《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
学奖。

《星空与半棵树》创作历
时8年，小说通过小镇公务员
安北斗、村民温如风等人物，
描绘了村镇生活的细水微澜
和众生百态。

小说中，安北斗是一个
有着崇高理想的人物，他的
爱好是背着观测仪器，去山
间观测星空。尚未被灯光侵
染的北斗村，夜晚的星空总
是格外清晰，吸引着他在业
余时间去观测。他的日常工
作是监视或者跟踪温如风，
然后将剩余的夜晚时间，扑
到望远镜上观测遥远的星
球。深邃神秘的星空中有银
河系、流星雨、黑洞、太阳风
暴、光年、冥王星、海王星、柯
伊伯带……陈彦在创作谈中
说道：“我喜欢这次伴随了我
好多年的星空纵深之旅，更
喜欢那半棵一直紧紧牵绊着
我的乡间田埂上的树。”

在眺望星空与关怀大地
的过程中，陈彦始终关注的
是处在当下时代、当前社会
中的普通人的生存问题。这
部长篇小说，细描了星空与
大地之间的众生百态，它不
是任何一位具体人物的英雄
颂诗，它是属于每一位择善
固执、真诚活着的普通人的
命运交响曲。

陈彦新作《星空与半棵树》：

书写村镇生活
的众生百态

【特别关注】

一边行走一边抒怀

“有心经商恐蚀骨，无意作文偏成
书。”闫殿才一边在中国最为广袤的土地
上行走与经商，一边也在累积着最为原
始与真挚的写作素材，而几次进藏的经
历则让他找到了全新的表达方式，“我的
工作是涉农的，从南到北，从海南到黑龙
江，从东部沿海到新疆、西藏，行经所见
都是最偏僻的农村，接触的农民比较
多。在我看来，商业和诗歌之间是个相
辅相成的过程，通过商业这个行为我积
累了很多的诗歌素材，对于个人的心胸
开阔，以及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也正是因为这等独特的生活经历，
在闫殿才的新作《山海人间》中有着不同
的风景和呈现，《人间书》《春风暖》注重
于农村基层生活的书写，《高原行》与《江
湖吟》则是对高原与大海的抒情。“我在
青岛诗歌节上看到了万玛才旦导演的作
品，他的镜头呈现了藏区的社会民俗和
厚重人文。我之前从青海、西藏到甘南
走了一圈，把相关人文、历史、地理等很
多东西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我的诗
不是想让谁读到，而是反映一个人的心
声，不写我就堵得慌，心里的感触必须表
达出来。”

除了日常的行走之外，闫殿才也是
一位海钓高手，在他看来，青岛人世代住
在海边，然而海边和真正走到海里不是
一个概念。“海钓的时候在十海里以外、
一百海里以外、五百海里以外，感受到的
海都不是一个概念。”于是，他把对海的
感受放进《江湖吟》里，“我到了高原，看
山似海。到了海边，看海浪如山。”

《山海人间》中的作品大多为 2020
年和2021年两年间创作的诗歌，这是一
段比较特殊的时间，看似寻常的生活因

为疫情的原因按下了暂停键，却也给了
闫殿才更多审视自我的时间，“对以前走
过的地方，经过的人和事，有了足够的时
间去梳理和回忆，也对生命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所以写作方面，更加趋向于
一些终极和深层次的东西。”

父女诗画描摹现实

闫殿才对文字有着执拗般的偏爱，即
便是看公司的报表，“我都要求用纸质的，
看电脑上的文字，总有些不实在的感觉。”
而每天的阅读更是他不离不弃的习惯，“我
每天都要阅读。即便创业期间，出差时书
本也是不离身的。我阅读范围非常广泛，
除了专业书籍以外，诗歌、散文、小说；天
文、历史、地理都涉猎。现在时间充裕了，
每天阅读两小时左右，早上和晚上各一个
小时。写作倒是没有强制自己非要写多
少，灵感来了随手就写，反正现在有手机，
非常方便，随手就可以记录下来。”

闫殿才用质朴且深思的文字去领悟
生活的真谛，“我坚持‘不见不诗，不思不
诗，不改不诗’的创作理念，也就是说，我
写的诗歌都是记录我经过的或听过的人
和事，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去创作、挖掘、
深化。至于说当下诗歌的炫技风潮，我
从来没有过，也不会。我都是用最朴实、
最简洁的语言，来描写现实生活，尽量做
到让读者一看便一目了然。”在此过程
中，闫殿才也在不断打磨着诗歌的语言，

“比如我写老房子‘门前种流水，弦一样，
养一群鸭，日日弹’，我们知道，流水是不
能种的，鸭子也不会弹琴。但是流水永
远在老房子门前，跟自己种的一样。流
水像琴弦一样，鸭子在水里游泳，鸭掌划
来划去，像不像弹琴？所以一种一弹，诗
意就出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诗集中的插图由闫

殿才女儿闫佳宁完成，虽然女儿并非专业画
家，但这些插画里闪耀着父女两人诗画相应
的亲情，闫殿才感叹画比诗好，“煨了五十年
的虚文假字，远不及十八九的青春靓丽和纯
真。”

展现汉语的可能性

前不久，闫殿才携诗集《山海人间》在良
友书坊·塔楼 1901 举行了签售分享会（上
图），并与著名诗人谢颐城、青岛市作协主席
高建刚展开“真真假假 都是人生”的主题对
谈。

高建刚表示，“《山海人间》里的好诗特
别多，作者写西藏的山如有神在，树如有神
在，大地如有神在，通过诗歌的笔触，闫殿
才与大地通灵，善用对比的手法，体现诗歌
的精神力量。”高建刚指出，闫殿才的诗歌
简短而不失深刻，且具叙事性，每首诗都是
在一个叙事当中完成的，一个个情节和故
事，一个个生活的场景和片段，是他在生活
中细心观察、敏感捕捉到的细节，包括人
物、风景、动物、植物、天气、季节等，生活中
普普通通的一些事物，他都能够发现它们
的诗意，来完成他的诗歌创作。同时，闫殿
才诗歌中表现出一种对生活在底层人物的
同情心、悲悯情，还有对一些不良现象的批
判，“这都是现实主义的一些作品，与他的抒
情性的作品——他的抒情，也都是一种冷静
的客观的抒情——形成一种对照。这些诗
歌的完成度都很好，说明闫殿才的诗歌创
作，已进入了一个非常成熟的状态之中，成
为一个成熟的、优秀的诗人。”

谢颐城则认为闫殿才的诗歌受传统诗歌
影响比较多，“一只羊跃出栅栏/恰逢大雪临
近/夏日塔拉和祁连山的黑云之间/刚好能容
下一只站立的羊”，让人联想起孟浩然“野旷
天低树”的意境。“闫殿才的写作从自然景物
转向语言的内在，展现汉语的可能性。”

闫殿才，青岛莱西
人。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山东省文学院第二
十三届、第三十届高研
班学员，青岛农业大学
客座教授，青岛琴岛作
家协会副主席。有作
品发表于《中国作家》

《诗刊》《诗选刊》《星
星》《人民日报》《诗歌
月刊》《延河》等国内外
报纸杂志。部分作品
被翻译成英文发表。
出版诗集《半尘》《山海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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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良友书坊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