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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使诗永恒

【作者】叶延滨

  2008年5月12日，一场突然降临的灾害，将中国人民推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汶川大地震山崩地裂，

一座座城市变成了废墟，一个个乡村消失在泥石流和崩塌的山体中。毁灭与死亡给我们多灾多难的民

族又一次揭开了创口，灾区的人们还来不及哭泣，就投入到生死大营救中；我们的军队在最短的时间

集结十万大军，共赴国难，直插那些最危险的重灾一线；共和国的总理像一个救火队员在第一时间，

站在灾区群众和孤儿面前擦干他们眼角的泪水……灾难考验着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

队，也让全世界在天塌地陷中，看到一个全新的中国，看到中国人气壮山河的精神和珍爱生活、热爱

生活的高尚品格。在这场灾难面前，我们突然发现在我们生活中，有那么多优秀的诗人，他们写出了

无数感天动地的诗篇。当死亡的阴影让我们的心变得沉重和忧郁的时候，诗歌的力量让我们昂起头

来，重新找到信心和力量。啊，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也是一个对生命和生活充满信心和追求的

民族，诗歌就这样伴随着我们的列祖列宗走过了风风雨雨，今年诗歌又一次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价

值，人性的光辉。有许多平常在自己岗位上不被更多人知道的热爱诗歌的人，在这场巨大的民族灾难

面前，展示了诗人风采，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诗篇，王毅的诗集摆到我的面前，我感到一种跳动的诗人

的心，更为这些写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诗篇所感动，这是一本值得研读的好诗，我希望更多的读者读

到这本诗集。  

  我以前不认识王毅，对她的诗也没有印象。从她的诗中，我知道她是部队报社的一名记者编辑，

一个16岁孩子的母亲，５·１２以来，前三十余天，几乎天天在一线，要不就在报社，要不身着迷彩

服在灾区，她的儿子说：“妈妈，我觉得你在和地震作斗争，听声安静，气质侠女。”正是身处抗震

一线，她写出了不同凡响的诗篇，这些诗篇，没有书卷气和时尚笔调，而是用心在速记，用眼去摄

影，用灵魂发出呼喊，用一个女性的感受和直觉将灾难中的人性光辉再现在我们的面前，真实的力量

和真诚的情感，让诗句朴素而有力地直逼读者的内心，打动和感染读者。这样四句简单的诗句《三分

钟的凝止》：“我的心在那三分钟／不动，不吃，凝止了／‘肃立’的方式／就是凝止的方式／虽然

在脸上划着一道道伤痕”。这是白描和速写，没有形容和修饰，却保留了最原生态的内心感受。当

然，最直接的采写与记录，还需要诗人独到的发现，与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字不一样的诗歌，要求诗人

在最真实的采写具有诗性的生活细节的时候，还要有直抵内心的“发现”。如《将军眼神》这首诗，

诗人写道“从没见过你如此紧皱眉头／从没见过你如此焦虑／从没见过你眼里溢满泪水／你是一名将

军，一名指挥抗震救灾前沿的将军／救援现场，你面对无数双充满渴望、焦急求生的眼神／您的眼

里，痛苦着／你的眼里，坚定着／你的眼里，关切着／你的眼里，希望着”写到这里，诗人笔锋一

转，写出点睛之诗句：“所有的目光将你的部队熊熊燃烧”！一下子将整首诗的境界提到新的高度，

这就是诗人的发现与诗句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在汶川大地震的背景里，在十万大军为国赴险的宏大

场景中，诗人王毅的许多诗篇，以真切而简朴的笔调，写下了感人肺腑的诗篇，其中如《采访》《忽

然间》《多想有双有力的手》《个人与祖国永远成正比》《我想去汶川》等，都是来自最前线的生

活，又是写得非常精彩的诗。  

  感谢王毅，感谢她在抗震救灾的几十个日日夜夜与第一线的士兵与灾区的百姓生死与共。也感谢

她用诗句记载了这非凡日子中自己的心路历程，把这些最珍贵的体验奉献给广大读者。在近期，我读

了好多本关于汶川大地震的诗集，我感到王毅的诗集在这些诗集中有特殊的价值，她不仅为王毅诗歌

创作夯实了一个较高的起点，更重要的是这本诗集可以成为一份重要的历史见证，记录下２００８年

中国人民面临世纪大灾难——汶川大地震所经历的心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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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

新研究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

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由中

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

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

学校的语文教研室，19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介绍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创

建于1956年，已有50余年办学历

史。现任院长谢建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