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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朝春，是重庆有影响的诗人。
从出版诗集《岁月的眼睛》开始，谭朝春

陆续推出诗集《让日子站起来》《一地的槐
花》《永远的旅途》。其中《让日子站起来》获
第二届重庆文学奖和第四届台湾薛林怀乡
青年诗奖。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他出
版了第五本诗集《生命的响声》，这也是献给
新中国和重庆诗坛的一份礼物。

读硕士期间，我曾读过谭朝春的诗集
《让日子站起来》《一地的槐花》。我对他在诗
中努力寻找童年的踪迹与留恋、从儿童与成
人世界的关系中关照整个世界、从哲学的高
度传达诗意，在诗歌中阐释人生、抒发哲理

的写作风格印象深刻。
工作后的三年间，我与其一直素昧平

生。2009年 6月，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彭斯
远教授的著作《重庆儿童文学史》在重庆永
川首发。午餐时，一位与我同坐一桌戴着眼
镜的嘉宾向我递上他的名片——重庆竞发
物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北碚区慈善家协会
会长、北碚区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我不禁惊讶，有种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时
隔6年，终于与这位从未谋面的“老朋友”见
面。

谭朝春驰骋商海多年，被誉为“诗人老
总”的他长期跋涉在儿童诗创作的道路上，
致力于为孩子写诗，这在诗歌疲软的当下实
属难得。我从内心真正敬佩这位“帮助儿童
睁开认知世界的眼睛的人”。我曾不止一次
好奇地猜想，他该有着怎样的一颗童心呢？

一
读罢诗集《岁月的眼睛》《让日子站起

来》《谭朝春短诗选》《生命的回响》，印象最
深刻的诗集中占大多数篇幅的是那些蕴涵
了深刻哲理的诗篇，冷峻的生活哲思与温暖
的人生关怀在诗中和谐统一。谭朝春做过技
术员、干部，当过经理、厂长，丰富的人生经
历使他拥有独特的情感。他将生活哲理、人
生思索融入诗歌，这不得不说是其诗歌的一
大特色。在《回故乡》中，作者写“水塘小了/山
丘小了/院坝小了/我怀疑是我/眼睛大了”，丰
富的人生经历让诗人在重新审视故乡的时
候，发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其实，变与不变
是相对的，故乡没有变，变的是作者自己。他
在诗中对人生、对灵魂提出拷问，对生命的
真谛提出思索，原来一切是自己内心发生了
变化。短短几行诗，深刻的哲理跃然纸上。诗

评家吕进在第四届台湾薛林怀乡青年诗奖
颁奖词中这样评价，他的作品诗美含量很
高，不仅寓技法于朴素，寓广阔于分寸，在表
现上匠心独具，而且有着对人生实实在在的
诗意发现。类似的诗歌还有《淤泥自语》《瀑
布》《赏古钱有感》等。

《生命的响声》分为五卷，收入作者诗作
111首。“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通过写
景描物，感叹人事，抒发胸臆，在情景交融中
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在诗中，谭朝春
将哲理表现得自然且不留痕迹，令人读之明
了又能引发深思。如《瀑布》：“从不仰慕高处/
只往低处走/同样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被逼
向悬崖/只得纵身一跳/世人都惊叹/这悲壮的
一幕。”读之如嚼橄榄，得之而似未得，语句
简洁，却让人深深回味。值得注意的是，有些
人认为儿童诗越是简单越好，要一眼就能看
穿，这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二
儿童的眼睛是最单纯的，他们没有受到

世俗的浸染，他们用一颗赤子之心在体会自
然，欣赏人生。在他们眼中，天空是蔚蓝的，
鲜花是美丽的，鸟儿是欢快的……诗之所以
为诗就是要表现诗意，这种简单明朗的情思
正是大多数儿童诗人所着力表现的。儿童诗
从孩子们的角度来说，易于理解当然重要，
但这并不是说就与哲理绝缘了。

谭朝春的儿童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
诗歌中哲理的表达是建立在描写对象的朴
实和语句的简单明了之上的，所以并不难理
解，甚至说是明白如话，但是哲理就蕴含其
中。《白杨立在荒原上》“平时无所事事/风一
来/ 就哗哗鼓掌”。简单几句就描绘出了白杨
树叶爱哗哗响的特点，但作者意不在此，是
夸赞？是讽刺？是批评？是说树？还是讲人？描

写具体的物，却又给人留下巨大的想象空
间，孩子们读了会非常有助于启迪思维。爱
思索原本就是孩子们的共同特点，谭朝春的
诗无疑会使小读者兴味盎然。

谭朝春的诗不仅符合儿童诗歌的美学
要求，他对哲理的追求也可谓独树一帜。他
的儿童诗形式短小，但却能小中见大，说理
深刻，给孩子启发。他的儿童诗表达方式也
完全易于孩子们理解，如《稻谷熟了》一诗：

“金灿灿的稻谷/熟了/头/低下/低/低/想和土
地母亲临别一吻。”语句简单，言简意赅，非
常符合儿童的阅读习惯。

感情是诗歌的生命，儿童诗的生命在于
表现孩提的生活状态与思想情感。儿童的情
思与成人不同，成人往往习惯了掩饰或含
蓄，而孩子们是最诚实的，他们往往更加外
露一些，情绪往往也是很单纯的。一阵风吹，
一块石头，一棵小草，往往都能引起他们的
思索，所以儿童诗创作一定要符合儿童的生
活特点，包括选材、构思视角、表达方式等。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十分赞赏诗人荷尔德
林“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一语，诗歌就是
使人居住成为适宜的途径，谭朝春的诗歌无
疑是符合这些要求的。从选材上看，他的诗
多由物生情，描写的都是常见的事物，如流
水、晨雾、海螺、白杨、含羞草、向日葵、麦子
等等。从构思视角上看，也是从儿童角度出
发的，如《故乡的拱桥》：“父辈躬耕的身影/供
起我一生/跋山涉水而去。”诗人用儿童的眼
光看拱桥，并由此引申开去，可谓深得托物
喻情之妙。

三
谭朝春的儿童诗以想象的新颖别致见

长，这在他的“故乡”系列诗歌中尤为明显。
如《故乡的小溪》一诗：“白日里看了一回街

头喷泉/她就叮叮咚咚连夜赶来/飞扑在/我的
睫毛上。”喷泉带来了故乡的小溪，美梦长出
了睫毛，小溪又飞扑到睫毛上，奇丽而感人。
联想、拟人、通感融为一炉，还不显生涩，构
思独特而笔致老道。

谭朝春还善于提炼平凡的生活，描写的
景物非常有画面感。如《一地的槐花》《山民》
《幸福的民工》等。日常生活被搬上了诗作，
读之亲切而优美。诗人关注底层、关注草根，
把视角投向普通群众，就连民工的生活，都
让他从人性的角度找到了其诗意的一面：

“再大的风雨/躲进了工棚就没事了/再冷的
天气/干起活儿就没事了/再苦再累/工资到手
就没事了/再怎么想家/把钱寄回去就没事
了。”情思如此缠绵哀婉，却有种引人积极向
上的感觉。他的诗最长的也不过十来句，短
的甚至只有四五句，都是诗人灵感喷发的真
实写照，“一地的槐花香/一地的方向/风弯
下腰/想拾起几瓣”，读着这样的诗句，也像闻
到了那清甜的槐花香，看到了那洁白细碎的
槐花。

散文化的语言是谭朝春儿童诗的又一
大特点。与大多数儿童诗作家爱用韵文不
同，谭朝春的儿童诗几乎都是不押韵的。相
对于句式整齐，讲求韵律的诗歌来说，散文
化的语言所受限制比较少，更适合发挥作者
的能动性。另外，散文化的语言句式不齐，也
不句句严谨，但读之铿锵有力，也更符合哲
理警言的表达。看来，诗歌语言的散文化，是
谭朝春为表现自己的创作思想而有意为之。

总而言之，谭朝春的诗歌表达了儿童纯
净美好的情思，运用从生活中提炼出的诗
意，语言简洁有力，还蕴涵了丰富的哲理，启
迪小读者的思维，可谓用儿童的眼光关照了
人的“诗意的居住”。

诗意的哲思：评谭朝春诗集《生命的响声》
■付冬生

雨台山公园因山得名，是一个占地百余亩、
集中展示“家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综合性社区公
园。我经常漫步其间，一种不可名状的优越感会
无端涌现，一股难以遏制的亲近感会油然而生。
山是饱经尘世的山，公园是焕发新生的公园。它
们就像时光雕刻机，见证了北碚“筚路蓝缕五百
载，发愤图强二十年”的历史，刻录了人们对它难
以割舍的情怀。

上世纪末，北碚实施向南发展战略，将双柏
树至状元碑一带的广袤乡野规划为北碚城南新
区加以开发。1998年，雨台山作为公园绿地纳入
规划，位于雨台山下北端的雨台花园小区正式破
土动工。2001年，小区建成，迎来城南新区首批入
住业主。由于原住民早已迁出，山上一幅撂荒景
致，新入住的居民发现雨台山俨然就是一块宝
地，大家纷纷自备物料上山开荒播种，一时间花
果飘香，阡陌怡然，遍地都是绿色有机无公害蔬
菜。这时的雨台山虚弱得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
儿。

我是首批入住雨台花园小区的业主，也是城
南新区新一代原住民。20年来，我经历和见证了
雨台山从荒山到公园的蜕变。如今的雨台山公
园环山公路通畅，健身步道纵横，亭台楼阁齐

全。徜徉园内，满目绿植让人流连忘返。高大乔
木葱茏蓊郁，低矮草灌适时更新，花开四季，沁
人心脾。山顶开辟出宽阔的市民活动广场，建有
篮球场，安装了乒乓球台等体育运动和休闲健
身设施。

犹记得，2007年，公园从道路、绿化、灯饰等
设施的基础建设着手修建，年底建成并免费开
放。2012年，公园进行提档升级改造，增添园林景
观，提升公园品质和景观效果。2014年，公园配备
了管护队伍，继续投入资金进行造景、绿植、设施
设备等优化提升，使景观具有更加丰富的层次和
效果。2020年，公园结合边坡整治工程新建多处
跌水和瀑布景观，将不同种类的水陆植物与假山
造景融合搭配，增加市民活动空间的同时，景观
也有了更深厚的审美情趣。

雨台山位于天生桥向斜中间地带，背靠缙云
山脉，东临龙凤溪，左拥梅花山，右揽玉合山，三
山次第相连呈官帽或元宝状，极具风水形理。千
年前“缙云才子”冯时行诞生于此，不能不说是一
个很好的例证。而且，按照一众先贤考证的北碚
史，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嘉陵江畔缙云山下的义
和场、玉合场、雨台山等地，就与建成时间更早的
东阳郡隔江相望，成为早期北碚人居活动的主要

集散地。后来，聚居中心迁至文星湾杜家街、岗上
河边场后，才逐渐形成今天北碚的地理空间格
局。由此可见，500年前，北碚的先民们就在雨台
山一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带着与南来北往的
商人开展集市贸易。

雨台山有这么多的前世今生故事，总应该留
下点什么吧，那就让我们从公园南门拾级而上，
先游览跌水瀑布造景，再穿越琴丝竹时光小道。
从幽密的竹林出来是上山休息区，在休息区左侧
的石壁上，“咸丰十一年”“閤寨公立”“衛垣池”的
石刻斑驳可见，这大约是公园内唯一留下来的

“古迹”了。每次走过这里，我都会多望几眼，因为
它总能让我气定神闲。

雨台山公园不大，却总有吸引人的地方。健
身步道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活动广场中快慢交替
的身影、亭台楼阁间抑扬顿挫的声调……无不是
一张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当满园梅花、海棠花
绽放的时候，公园顿时姹紫嫣红，花香鸟语，游
人如织。我去公园漫步，除了健身休闲，也爱欣赏
这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我更喜欢辨识记录公园里
的各种植物，观察有无其他生灵出现，感受良好
生态与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快乐。

我就住在雨台山下，我一直拿这儿当我家。

雨台山公园
■吴祥鸿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总是步履匆匆。
早晨起床，一杯牛奶，一块面包，边走边吃，似乎
成了很多人的常态。而我，却喜欢在清晨的时光
里，慢熬一锅粥。

我站在灶台前，将淘洗干净的米放入砂锅
中，加入适量的水，点燃炉火。火焰舔舐着锅底，
我时而调整火力，时而拿一把木勺从上至下、从
左到右有节奏地在砂锅里搅动，丝毫不敢怠慢。
米粒在热力的作用下慢慢膨胀，缓缓浮出水面后
爆裂开来，溢出米浆，与清水融为一体。良久，锅
里持续发出“咕嘟嘟”的轻响，黏稠的粥液已经形
成，白色的米油慢慢凝结，砂锅四周浮起一层白
色的皮，微微颤动。至此，粥就熬好了。

我盛出两碗粥，飘散出的浓郁米香将我拉回
到记忆最深处。儿时的每个早晨，父亲总会为我

熬粥，我则在一旁晨读。然而，当时的我总是心不
在焉，不时地看向父亲和那锅正在熬煮的粥。见
我读得有些不耐烦，父亲让我把书放下，同他一
起熬粥。他告诉我，熬粥需要好米、文火和持续。
听罢，我想熬粥之妙，不正如读书一般吗？熬粥需
要精心挑选好米，读书则需挑选经典之作；熬粥
需用文火慢慢熬煮，读书则需慢慢品味领悟；熬
粥需持续不断搅拌，读书则需持之以恒不断积
累。

后来，我在林徽因的书里看到这样两句话：
“人生好比粥一锅，煎熬滚煮耐琢磨。宜疾宜徐看
火候，酸甜苦辣自张罗。”我忽然明白，原来，父亲
给我讲的熬粥，实则是人生。人生如粥，若想熬出
至味，免不了时间和火候的精熬慢煮。只要火候
到位了，盯着熬，勤着搅，总会熬出一锅好粥。如

若再加入不同的心情，融入不同的感情，这锅粥
就有了酸甜苦辣的世间百味。

如今，我的另一半也会在清晨为我熬粥。他熬
粥不用电饭锅，专用小砂锅，先用大火煮沸，再用
文火慢熬。他总说，每日一粥是不足挂齿的小事，
半小时足矣，只是费点燃气。然而我知道，砂锅煮
粥十分劳神，要时时候在一旁注意火候，稍不留神
粥便会溢出来。费的哪里是燃气，费的是人的精
力。所以，每当我看到他专注地为我做早餐，心中
便会涌起一股暖流，不禁让我想到：有人与我立黄
昏，有人问我粥可温，这正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情。

一粥一饭，朝朝暮暮，是清晨最温暖的问候；
一谷一粟，熬熬煮煮，是生活最温馨的陪伴。慢慢
地熬一锅粥，感受那份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的美
好。

慢熬一粥慰人生
■黄钦灵

碚城记忆

心香一味

佳作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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