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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其一
微笑河流坎坷多，而今诗赋果丰颇。
暮春有幸尝秋韵，醇胜屠苏喜一何。

其二

额头吻过世苍茫，日子添诗分外香。
柴米油盐茶酱醋，吾心安处信由缰。

其三
青年文学梦，一世一虔心。
播耔平生愿，流芳奏瑟琴。

近年来，我旗的文学艺术事业兴旺发达，逐步走向繁荣。队伍不断发展
壮大，门类不断增多，文艺活动接踵而至，佳作力作不断涌现。但是，冷静地
琢磨，我旗的文学艺术创作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正如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有
高原、没高峰”，此话较为准确地概括了新时期我旗文学艺术的发展现状。

建国以来，我旗的文学艺术发展曾出现过两次比较大的历史性突破。第
一次突破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一批知名作者相对集中地聚合在文坛上

（贺政民、鲁德重等等），以其较为显著的实力开创了书面文学创作的新局
面，贺老的《玉泉喷绿》《黄河儿女》一举成名，走向全国。第二次突破是上世
纪 90 年代末，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张凯的《仇钱》为标志的一批小说，以及鲁
老的杂文集《野潮集》为代表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文艺评论集《响沙文
集》一套四本，显示出我旗文学艺术创作整体水平的提升。这两次突破，就我
旗文学自身的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开创性历史意义的。但是，如果把我旗的
文学艺术成果放在整个中国文坛，或者放在整个内蒙古文学创作的大背景
下加以考察，则又显出其成果的单薄和发展的滞后了。

近年来，我旗的文学艺术发展已经开始出现即将形成第三次突破的某
些迹象，其中付慧的诗集《吻过额头的苍茫》《独酌秋韵》《微笑的河流》相继
出版，就是具有标志性的例证之一。这里所说的突破，指的是一种超越“达
旗”这一特定标签的评价尺度的突破，一种创作质量上的突破，一种艺术品
质上的突破。

众所周知，诗歌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可以沟通心灵的
共享平台，这就说明诗人首先是个体的，然后又是大众的。当人们心中涌动
诗意或被某种事物刺激时，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声感叹，甚至可以自在的
走笔分行。然而，这种最为广泛的对于大千世界的感应，只有在转化为精巧
而独特的艺术形式之后，才可能凝练而成为诗歌，也只有具备这种创造性转
换的人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诗人。付慧就是一位诗人，她一边工作，一边
持之以恒观察、凝练、创作出那么多的高质量诗歌作品，真的不简单，我作为
文学爱好者深知其中的艰辛和不易，深感其中蕴含着文化的自信和自觉。付
慧的三部诗集没有全部细致的读过，只是读过其中的若干篇章，许多作品给
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老杏树走了》《拥抱库布其》《生命在这里绽放》等，
其作品对于我旗文学创作的发展而言，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充分肯定。

首先是前面所说的创作质量。布日古德老师在《飞不走的蝴蝶》诗评中
说：“用心写诗，抓住生命的闪光点，一直是鄂尔多斯女诗人付慧的强项。”

“付慧的诗歌大气的近似于怒放的野格桑，恣意妄为。可是从另一首爱情诗
《飞不走的彩蝶》里，我又感受到了她的《飞不走的彩蝶》另一种山泉水之
美。”“付慧的诗无论从色感、质感，还是‘味儿感’都超出了一般的想象。”这
是不失客观、中肯的评价。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使付慧的系列诗集成为我旗
文学创作中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

其次是浓郁的地方特色的显现。纵观当代我旗文学创作，在反映本地生
活和体现本地思想情感、揭示本地文化心理方面，还相对比较薄弱，相当一
部分作品是非生活题材的创作；而另一部分以当地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则大
多停留于表面，止于对当地风情习俗等生活事象的简单陈列，而未能真正进
入到地方生活和传统文化的里层，效果类似于一种标签式的粘贴，付慧的诗
作正好与之相反。布日古德老师是这样评价付慧的诗歌的：“写更深层次的
东西，用心去写，付慧做到了。草原上的生命是什么？怎样去找出笔下的“魂”
和“神”？请读一读她的《生命在这里绽放》。“用一粒沙 \ 点燃暗夜的篝火 \
青春在苍穹漫步 \\ 蝴蝶兰 \ 从大地的血脉里取出鼓 \ 鼓声击响了草原的
沸腾 \ 无垠的碧绿啊 \ 像大海一样情深 \\ 一匹骏马引歌长啸 \ 似在接受检
阅 \ 抑或，在等候 \ 一场豪雨的降临 \\ 星星和今晚一起燃烧 \ 火红的灵光
一闪 \ 深藏于骨髓里的激情 \ 桀骜不驯的气息 \ 钢铁一样厚重 \\ 当一颗种
子 \ 插入身体的一刻 \ 生命在这里绽放 \\ 一颗种子 \ 成熟了一片蓝天 \ 一
颗种子 \ 孕育出生命的森林。”这一首诗，大气恢弘，写的霸道。诗人起笔就
用草原司空见惯的“沙”做生命点，起笔就点燃了生命的篝火，火燃烧起来，
青春就像蝴蝶一样在草原上、在蓝天下翩翩起舞。作者于是把我们带进一个
盛大的那达慕“从大地的血脉里取出鼓槌，击响草原的沸腾”，场面壮观，气
氛热烈。于是我们在诗人的笔下看到了沸腾的一切。”付慧的诗歌已经走出
了这种模式，作品所显现的地方特色，没有刻意的展示，不再满足于表象的
描画，作者对自己当地的情感认同，对地方文化精神的理解，对民族生活的
把握，全都自然而然不着痕迹地融入在通达的诗性表述之中，从而提升了作
品的艺术品质，使之进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评价体系。

第三是创作态度。付慧是一位厚积薄发的诗人，之所以能够厚积薄发，
是因为她对创作持有一种纯正的文学态度。《老杏树走了》，这首诗情真意
切、催人泪下：作者运用借物喻人的方法，借山中老杏树的特点，热情讴歌了
具有老杏树品格（不怕寂寞，不畏艰难困苦，扎根深山，饱经风霜，老而不衰，
只讲奉献、无私）的父母亲，同时从心底抒发了对具有老杏树品格的人的无
比敬爱之情。

从她的创作经历以及作品可以窥见，她写诗没有急功近利之心，不是为
了写作而写作，更不求以作品数量的堆积来显示自己的成绩，而是直面生活
的真实，尊重自己的内心，循着个人体验和感觉的指引，努力将自己的创作
回归到文学本身。这种创作态度对于目前一些创作热情高涨而又处于浮躁
状态的年轻作者而言，也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总之，付慧系列诗集的出版，不仅是付慧个人创作上的收获，同时也是
我旗文学创作的一个难得的收获。

最后，期待付慧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面世，期待我旗文学有更大更快的发
展！

作者简介：付慧，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热爱诗歌，创作诗歌千
余首。百余首诗作散见《草原》、《西部作家》、《蓝色高原》、《内蒙古诗词》、《松山诗词》等各
大报刊。《税花赞》获得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建局二十周年征文比赛一等奖。《读夜》获
得 2014 年内蒙古自治区纳林湖杯诗词大赛入围奖。出版发行诗集《吻过额头的苍茫》。现
工作于内蒙古达拉特旗地方税务局。

姻梁仓

自信自觉，以诗寄情
———写在付慧诗集首发式

姻魏 旭

———写在付慧诗集首发式

夜半初醒
期待这个不平常的清晨

断了片的梦境
依稀回映着儿时的闹腾

早餐的温热
在车里洋溢着晚春的激情

一脚油门
把昏盹甩离滚滚扬尘

驿动的心
碾碎了沿路的红灯

微笑的河流

述说着从前那个等

醉美达拉特
诗意早已用心装订

友人相聚
诗论挥洒着七彩人生

沉甸甸了挂包
诗行在里面好不安分

北飘的游子
终于找到了乡愁
找回了文脉知音

一
戊戌近夏溢芬芳，三部诗集意蕴长。
高手推心多勉励，启发付慧续华章。

二
雅坛今日聚诗贤，点画出招谱丽篇。
秋韵独酌情意满，涓涓溪水润心田。

———付慧诗集首发式有感 (新韵)
姻梁仓

姻倪丽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