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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卫宏的诗集《远山风来》由敦煌文
艺出版社发行，涵括了作者近十年特别是
2020年以来创作的260首作品。诗集以诗
人独到的视角，记录时代变化、乡村变迁，
记录人间万事、人世百态。

在作者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字里，大到
家国情怀、纷繁世事，小到一花一叶、一草
一木都可以成为一首诗，但他的诗句在理
性的审慎和抒情的开合之间保持了适度的
张力，以及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形成的价值
认知和道德判断。如他写孔子，“至此/我
终于明白/活着不是别的/活着就是要有温
度/永远活在人们心里/就是用不曾冷却的
热情/永远暖和着这人世”（《致圣》）。也有
对现代知识分子启蒙精神的传承，如他写
鲁迅，“先生写下了那么多文章/其实，中心
意思就俩字：良心”（《先生》）。

故乡、城市、远方、世界，构成周卫宏诗歌
的四个现实维度。这个世界因此是清晰、稳
固的，是平衡、和谐的。“单位靠着/家园靠着/
身子靠着/心也靠着……南山，或者兰山/叫
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一座山/我
们都靠着”（《南山，或者兰山》），这首诗的所
指应该远远大于其能指，“靠着”一词具有丰
富的象征意义。因为有某种可以“靠着”的坚
实东西，比如乡土社会，他的诗歌因而对世界
充满感恩意识。

有评论认为，诗人周卫宏的创作是可
以被归入“新文人诗”类型。他的诗作是
传统文人情怀、现代人文精神、媒体人视
角、知识分子思考的有机融合。他的人文
情怀包括家国情怀、乡土情结，是农耕文
化、诗教传统的沉积，是刻在骨子里亘古难
易的血脉和基因。

诗集中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是“岁
月诗记”卷，书写的是作者当下的生活，可

以看作是一部诗体日记。在日复一日的尘
世生活里，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心肠温热的
中年男人，忙忙碌碌地奔走在大街上、楼宇
间，奔走在岁月的烟尘里，奔走在光与影的
交替之中，奔走在意味深长的生活细节深
处，可以倾听到他的喘息，倾听到他的心
声。

“村庄诗史”卷中的大多数诗都有散文
化的特征，叙事性强，娓娓道来，如同与乡
里乡亲拉家常。首先是那些仿佛从土地中
生长出来的、带着泥土和草木气息的地名，
以及由地名唤起的村庄记忆，可以成为乡
土中国原生书写的一个范本。

如果说“村庄诗史”卷描绘的是构成
乡土的毛细血管的话，“会宁诗志”卷则
勾勒了一方地域人文精神的粗犷脉络，其
中“山川志”中，有些地名的汉字符号自带
诗意，有些地名借历史、人物、典故而富有
意义。诗的一部分是借地名之汉字，展开
对于其符号所指的诗意想象，抒情的成分
更多一些；“人物志”里，一个个会宁籍的
历史人物从诗人的笔下走出来，栩栩如
生，他们中有文状元、武举人，有忠臣良
将，有名宿大儒，他们的文治武功，撑起会
宁的文脉脊骨。

很有趣味的是本书“小说人物诗话”
卷创新了文本，是诗，也是一种别开生面
的文学评论。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
的“鉴赏”传统，基本方法是“点评”。就
其“诗体”来看，也可以看作是在小说基
础上的二度创作。以小说人物的故事为
素材，进行了个人化的想象、理解和演
绎。其中大部分是对原作中人物形象原
有意蕴的正向阐发，但也不乏另辟蹊径，
有独到见解的部分。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刘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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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的原生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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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周卫宏诗集《远山风来》首发式暨分享会在
会宁举行。诗人周卫宏带着自己的第一部诗集乘风归乡，
与老友对谈，共度诗意时光。

这一地的牛羊，
啃噬大地的安详。

在远方以远，
天空苍茫，
鹰隼翔集。

没有奔突，
无需牧场。

匹马西风，
我只要巴掌大的一块地。

风吹草低

《远山风来》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行，分为《岁月诗记》《村庄诗史》《会宁
诗志》《小说人物诗话》四大板块，共 260
首诗歌作品。在《远山风来》中，作者用
诗意的语言，书写着对岁月的态度、对家
乡的回望和对世间万事的感悟。如同作
者周卫宏本人所言，《远山风来》是一本
自带“实诚、厚道和质朴”的诗集。

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作协主席
叶舟讲述了周卫宏的大学时光。1983
年，周卫宏比叶舟早一年进入西北师范大
学，在叶舟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周卫宏就
比较活跃。两人一起参加了诗社，成为诗
歌兄弟。周卫宏也曾经在西北师大的油
印刊物《我们》上发表过作品，有影评，但
以诗歌为主。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说
起《远山风来》，叶舟想到从上世纪 80 年
代的会宁走出去的周卫宏，感到心里很
酸，也很柔软。“周卫宏走到省城，在这个
城市读书，在这个模糊的城市里长大、工
作、学习、年过半百，眼角也褶皱了，头发
也脱了。但是远山风来，我想可能就是这
个曾经的少年，骑着马，远山纵马回到了
家乡。这一本书，只有回到故乡才能安

放，一个诗人回到故乡才能真正地叙事，
才能真正地安抚。”叶舟认为，“在故乡，
你得放下膝盖，放下你的趾高气昂，放下
你的那些幻觉，放下你的那些颜色，只有
在故乡才能得到那些最初的温暖。”

《远山风来》卷二、卷三分别是《村庄
诗史》与《会宁诗志》，以会宁的山川风物
为主题的乡土书写是《远山风来》中十分
重要的部分。同为会宁人的著名诗人牛
庆国为《村庄诗史》写了评论：“周卫宏这
些乡村题材的诗，是诗也是史，是史也是
诗。”他认为周卫宏关于故乡、农村题材的
写作是会受到读者欢迎的，因为周卫宏回
到了他真实的故乡，也回到了他精神的故
乡，“他的诗歌是历史长河中一段乡村的
历史和乡村人物的真实写照，也是对生命
和时间的思索、领悟或者说追问。”所以，
周卫宏的诗歌可以让读者停下脚步，重新
校准自己的灵魂。

对于《远山风来》具有的观照意义、灵
魂触动与生命体悟的写作，作家、文学评论
家安少龙认为也是一种“新文人写作”的实
践。安少龙表示，周卫宏的诗歌涉及面非
常广，在诗歌中表现出一种古代文人具有

的精神，就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
心。诗是个大概念，诗可以写天下事，而周
卫宏就体现了这种大诗观。”安少龙认为，
周卫宏的乡土创作有着更广阔的视野。因
为周卫宏与会宁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又保
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故乡与城市之间的穿
梭，让周卫宏的诗歌创作有了一个广阔的
空间，而这个空间就承载着周卫宏所关心
的事情，这同时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关怀。

《远山风来》的真实、真挚、真诚也打
动了兰州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成志
达，他动情地说：“散落在甘肃大地上如一
个点点的地名、山名，成为他诗歌图志中
的落脚点，通过细腻的笔触，用诗歌记录
岁月、替风物问候人间，那些正在消逝的
村庄连同我们遗忘在路上的乡音。”

谈起《远山风来》编辑过程中的插曲，
周卫宏感触颇深。对“周家油坊”的名字
到底该用“坊”还是“房”，周卫宏与责任编
辑王倩也曾经多次探讨甚至争论。周卫
宏感叹，这一个字，村庄、地名的变迁，也
是一个归乡人的心路历程。

文/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郑重
图/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王建

周卫宏的诗歌生涯——是的，是生
涯，而不是爱好！苍茫半生，热忱始终，
为我所熟知，也让我钦佩至深。如果一
个人葆有了如此的激情，用文字来召唤
八方风来，采山饮河，记录岁月，那么诗
歌所赐予他的，也就不仅仅是这本书，
而是天空之上的嘉许！

—— 作家、诗人 叶舟
卫宏的诗忠实还原、再现了黄土高

原上正在消逝的村庄及其生活。鲜明
的图式资源和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有
力校正了夸张虚假抒情的偏差。

—— 作家、诗人 马丁
卫宏的诗，简单，却饱含深情；简单

的诗，可以很有力量；乡土的记忆如此
强劲，你看那人：满目沧桑，眉目深处，
依旧邻家少年。

—— 作家、诗人 阿信
故土记忆永远是文学的母题。站

在诗歌的门槛上，周卫宏眺望远山。他
提着灵魂的灯盏，步履艰涩地走向生命
的原乡。

—— 作家、诗人 林野

作家推荐

叫什么名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居河之南，
秉兰之性。

靠着她久了，
就忘记了她是否存在。

单位靠着，
家园靠着，
身子靠着，
心也靠着。

作为一座山，
她尽到了山的责任，
也拥有了山的光荣。

南山，
或者兰山，
叫什么名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是一座山，
我们都靠着。

南山，或者兰山

是铁马秋风急的风口，
是哥舒夜带刀的刀口。

现在是含金吐玉的一张口，
含的是油菜花，
吐的是祁连雪。

扁都口的口

一杯茶的味道，
舌尖知道，
而意思，
水知道。

啜 饮

蓝天之下，
高原之上，
一部经书，
被风翻烂。

鹰，
俯冲盘桓，
叼走的句子，
不计其数。

幡 动

诗人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