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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记忆灵魂的烛照 

——评黄石诗人黎旭的诗集《秋叶》 

黄燕 陈新瑶
1
 

(湖北理工学院 师范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 

【摘 要】：黄石诗人黎旭在其晚年出版的诗集《秋叶》中,通过对个人命运和城市底层人民现实生活的描述,以

及对故乡风情的描写,再现了 20 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发展变化,折射出了人们的社会心理和价

值追求。同时,也坦露了诗人个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情感,表达了对故乡和亲人深深的眷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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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叶》是已故黄石诗人黎旭晚年出版的一本诗集,洁白素雅的封面上,有两片被霜染红了的枫叶,正如诗人坎坷而丰盈的一

生。诗集由黄石诗人向天笑作序,共收录 102 首诗,分为三辑:《末了的情》《弦外之音》《乡土之情》。诗人通过描述个人命运和

平民百姓的现实生活,记录了 20 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发展变化,真实地展现了个人的精神世界,表达了对故

乡和亲人的眷恋之情。 

一、以个人的书写展示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画卷 

1932 年,黎旭生于江汉平原一个农民家庭,只读过几年私塾。1948 年在随州大洪山的解放区江汉公学学习,次年底从湖北省

公安厅调到黄石市公安局。1954年在百年一遇的长江防汛救灾中因表现突出,荣立特等功。本来前途一片光明,却在 1957年错划

成“右派”,被迫劳改 21 年。黎旭这些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见证了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在其诗歌中通过个人的书写呈

现了出来。《故地》追忆自己 50年前在江双公学参加革命的经历,诗人流连在江双公学旧址,回忆自己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情景,

感叹曾经“住的那栋四合院”、“喝水的那口古井”、“听报告、看演出、扭秧歌的那块大草坪”,路边的小草、旧时坐过的石

墩”[1]15还是那么亲切,老区大洪山的人还是那样的纯朴憨厚,也感叹时光的流逝。 

新中国成立后,诗人迎来了阳光明媚的生活,在黄石公安一线奉献着自己热血,遗憾的是,这种生活被猝不及防的政治运动所

打破,从此在漫长的时间里跌入了人生的谷底。诗人在一系列诗歌中回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人生经历:《老猎人和他的猎枪》写

到:“那抹得发亮的猎枪/曾是你进山的胆/出山的伴/……打猎很过瘾/你癖性犹然/用老花眼和老练的枪法/瞄准林中的小鸟/蓝

烟一闪/艳丽的羽毛/飘成殷红的图案。”[1]71《想起一只猫》直接点明了事情发生的时间和情形:“那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事/一

只班花大猫/白日里/总爱翘起尾巴绕着我的裤脚挨挨擦擦/到了夜晚/那对绿色的眼睛闪闪发光/深夜我常常惊醒/在它追扑耗子

的脚步声里。”[1]72这是一场发生在 1957 年春天里的阴谋,诗人感慨:“站在仲春/所有的生命都袒露着/一颗快乐的心/骤然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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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雪/覆盖了嫩绿的大地/倒春寒突如其来”,这突如其来的倒春寒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正拔节的苗头被压倒了/正开放的花

儿断苔了/采蜜的蜂儿冻死在雪地里。”[1]81诗人美好的前途就此断送,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农场劳动改造 21 年,就如“扣上了

‘四害’帽子的无辜的麻雀”,“没有反抗的权利/天大的冤枉也只能藏在内心”,但“灾难的日子终于过去/小小的麻雀/从灭

绝的边缘飞了回来。”[1]73这场运动结束后,诗人得以平反,重获了新生。 

在被摧毁了的生活中,诗人以坚强的意志承受着不幸和打击,以超强的韧性抗争着命运的不公正,但有一些人却被这无常的

不幸命运裹挟着,或有意或意外地走向了死亡。《街坊老周》写到这类人的命运:“街坊老周/他走了/他空着手什么也没带/他是

个大学生/因为出身/每次运动都有他的份/他像个职业运动员/在运动中锻炼/在运动中求生/……老周走了/没有遗产/也没有遗

言/他来这世上艰难地走了一遭/又被这世上无情地忘掉/老周/他走了。”[1]19-20一个大学生,因为出身问题,在政治运动中被折磨,

妻子改嫁,亲人不敢和他来往,最后孤零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展示了一个不幸的同类人的命运,让我们看到

了那个特殊时代的荒谬和严酷。在这类题材的诗歌中,诗人将“历史性的记忆和过去苦乐交织的记忆,铸成独立的情感与经验,并

内化于心性血脉,从而对国家与民族有独特的思考”[2],并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面对那段漫长痛苦而又落寞的日子,诗人没有被生活的重压击倒,1978 年平反后,他热切地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退休后,依

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激情,选择诗歌作为晚年精神生活的伴侣,记录几十年的坎坷经历,记录平民阶层的苦难与生活的不易,

并依旧用一颗纯洁的赤子之心,审视社会的不公正与黑暗面,创作了许多反映上世纪 90 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后的社会现实的诗作,

如《擦皮鞋的人》《修自行车的老张》《邻居李嫂》《城市的平民百姓》等,这些现实主义题材的诗作,以城市平民的视角记录了那

段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真实地再现了伴随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而席卷全国的下岗潮,对个人、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揭示了在

这一历史变革中个体生命的无奈和辛酸,那些在改革的浪潮中沉浮的个体的命运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缩影。他们当中有“修自行车

的老张”,他本是“厂里的大能人/车钳铆电样样都行”,怎奈“二十多年的工龄断了线/最终还是打破了铁饭大碗”[1]23,而不得

不靠修自行车为生;有“邻居李嫂”,“她的单位破了产/……职工们下了岗/李嫂和大家的命运一样/生活如水断源/李嫂不老也

不少/打工/老板嫌老/当老妈子/东家嫌少/捡破烂/一不要本/二不要培训/她拿起一把旧火钳/就去垃圾堆里找”[1]25;还有许多不

知名的“擦皮鞋的人”,因为“擦皮鞋,也是一种生存的手段/提倡‘就业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年代/擦皮鞋的队伍/兴旺发达”

起来,“擦皮鞋的人/在人们的腿下干活/……爱人的唠叨/孩子的学费/压得苦闷的头颅往怀里垂。”[1]21-22这些作品作者用同情的

笔触,集中描述了在企业改革中一个个处在人生的中年,作为家庭支柱的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在失去生活着落

后艰难的生活处境,真实地再现了失去铁饭碗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自主谋求生路的艰难历程与艰辛的生存状态。 

同时,诗人以一个老党员的情怀和责任感揭示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过程中诸如国有资产流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破产的麻

纺厂》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我们的麻纺厂/红红火火了几十年/而今/那唱歌的马达/那轰隆隆的机器/全都哑了/工人进进出出

的厂门也关了/……于是马达当废品卖了/机器当破烂卖了/厂房卖了/地皮卖了/连林荫道上的小树也卖了。”[1]87诗人工作了一辈

子的城市——黄石,是个老工业基地,纺织厂、麻纺厂曾经是这个城市的老牌国有企业,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遭遇了严峻

的考验,诗人则用诗歌记录了这一历史变迁。在《张厂长》《将进酒》《硕鼠新篇》《老板请客》《关公改行》等作品中,诗人集中

反映了某些官员滥用公款,贪污腐败等不法行为,并对他们进行有力的控诉。诗人直面社会现实,真实地再现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发展状态,呈现世间百态,人情冷暖,以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的责任感,记录了时代的发展和变革,

抒发了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这些作品虽总体艺术成就不高,但是有着一定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诗人笔下那些勤劳、善良的

底层人民,按照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他们没有“诗和远方”,只有“苟且的眼前生活和琐碎的现实”,但这种生活何尝不是人世间

最真实、最严酷的现实和存在,诗人用诚挚的同情、理解和包容将他们记入诗歌,揭示了底层人民身上的那种面对生活的苦难,表

现出的坚韧顽强和勇于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在中国,这种民间的韧性和对生活的乐观心态是我们这个民族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的

一个重要表征,这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黎旭用诗歌记述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变迁,用最质朴的情感关注着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赋予了自己历史

的使命和责任。 



 

 3 

二、自我思想、人格的坦露和情怀的抒发 

《秋叶》不仅通过记录个人的遭遇、平民百姓的生存状态,再现了 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画卷,还借助众多诗歌坦露了

自己在面对命运的不幸和生活的窘境之时的精神状态和真实的内心世界。 

黎旭虽然承受了许多本不应该承受的苦难,但对于那些蒙冤的日子,他只是淡淡地说:“一个莫名的罪人/在横眉下熬了二十

一年/生命的黄金季节/像一场漫长的噩梦/从春暖花开到落叶纷纷。”[1]14-15 面对命运的不公与生活的重压,在理想和人生现实之

间出现巨大裂痕时,诗人从未颓废、堕落,他始终保持着高蹈的人生态度积极面对生活的苦难,正如《小草》所说:“一粒小草的

种子/被突如其来的石头压住/寒冬过后/雷声的召唤/雨水的滋润/它萌了芽/痛苦孕育着力量/本性向阳的小草/从缝隙中露出了

希望的头颅。”
[1]51

是啊,无论有怎样的寒冬和重压,诗人都不会屈服,也从未放弃对人性善的信念与追求。诗人借助诗歌言志的功

能,继续向世人宣示“自己是纯洁的”,正如“生长在荒山野坡/与世无争无夺”的野百合,“一生巍然屹立/静静地开着芬芳的

花朵/鳞茎深深地扎进泥土/恋情默默地藏在心窝/不遗憾未遇知己/不希求世人在意/用生命的精髓点缀荒野/无声地唱着洁白的

歌。”[1]50这是诗人生命的状态,也是诗人灵魂的烛照,虽带着几分无奈和苍凉,但昭示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和品格。诗人在那被抛出

了正常的生活轨道的日子里,即便是人格受到践踏和怀疑,在面对苦难人生中的波折时,依然保持着一种豁达的态度。在《七十自

省》中,诗人说:“我来这世上/跌跌撞撞几十年/进过彩色的圈套/踏过美丽的陷阱/无损我洁净的灵魂。”[1]44 就像因胡风事件而

受冤屈的“七月诗人”阿垅,当他“归来”时,急切地向世人证明自己心灵坚守的信念:“要开作一只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

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3]阿垅用“白色花”意象为自己辩解,而诗人则直接用“洁净”为自己正名。 

黎旭这代人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他们经历过对美好的憧憬和理想破灭的痛苦,虽历经磨难,但依然坚守着高尚的人格,在面对

未来的时候,也依然对生活充满了激情,这是多么令人敬佩呀。《夕阳》这样表白自己的心志:“夕阳,在西天徘徊/不舍落下/它望

着还没有望够的河山/它望着还没望懂的人间/……夕阳,在西天徘徊/不舍落下/它要在有限的时间/把自己燃烧殆尽/让落霞/染

美河山/红火人间。”[1]45这是一位精神境界高尚的垂暮老人的心声。岁月的风霜只能染白他的头发,却永远无法摧毁他那颗年轻

的心。我们在阅读这些诗歌时,眼前仿佛浮现出了这样一个老人的形象:他身躯瘦弱,但腰板挺直,精神矍铄,印满岁月沧桑、满是

皱纹的脸上,一双明亮的眼睛,依然纯净而安详,因为他的一生都在为自己高尚而纯粹的信仰坚守着。 

从苦难的生活中得到的教训,诗人也痛苦地写进了诗歌里,如《照相》:“照相,是一门高深的艺术活/通过镜头看世界/要学

会睁只眼闭只眼/在复杂的风景中/选择背景尤为重要/并且要掌握好距离/该近的拉近/该远的推远/有的工序还不能见阳光/要

在暗室里进行。”[1]69这些充满弦外之音的诗歌,表达的是历经生活磨折的诗人万般的无奈和苦涩。与之类似的还有《眼睛》:“这

个模模糊糊的世界/有的眼睛看得清/有的眼睛看不清/那看清了的眼睛/在闭目养神/那没看清的眼睛/仍注目圆睁/我的眼睛/睁

也不是/闭也不能。”[1]75是啊,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总是生活在理想和现实的悖论之中,我们需要拿出足够的勇气与残酷的生

活和现实相抗衡。在今天这样一个人们对金钱疯狂膜拜的年代,在一个生活日益浮躁,人际关系日益简单而冷漠的时代,也许我们

能在诗人黎旭的诗歌中寻找到一种精神的力量。 

三、对故乡和亲人的深深眷恋之情 

在中外诗歌史上,对故乡的书写,已经成为主题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在这些诗歌中所有对故乡的眷恋和倾诉,都蕴含着对

精神家园的寻找和为灵魂寻找施洗的地方。在那些灰色而绝望的日子里,黎旭也是在对自然、对故乡的深情吟唱中,寻找到了温

暖心灵的方式。 

在诗集的第三辑《乡土之情》中,诗人用诗歌构筑了故乡优美的风情画,那里不仅有春天里漫天无涯的油菜花,八月丰收的场

景,还有水乡采菱角的渔家女和水上人家,这些都构成了江汉平原特有的景观,而故乡的土屋和苦楝树,成了这个画布上最让人牵

挂的风景。在这一辑的第一首诗《乡土》中诗人就说:“几十年远离家乡/那跟随我的乡土/使我总脱不了土腥/我的乡土是那厚

厚的泥巴墙/它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墙外的篱笆/爬满了牵牛/至今还牵着我的感情。”[1]105 诗人在清丽而俊逸的描写中,在淡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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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忧伤中表达了对故乡近乎本能的痴迷与怀念。 

除了风景,在这幅故乡的画卷上还有我们熟悉的故乡的亲人,他们是:祖父、父亲、母亲、嫂子,还有和蔼可亲的邻居和乡亲

们,这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母亲”:“我年轻的妈妈是采菱的巧手”,还是“制作泡菜的好手”,“她把辣椒萝卜和瓜菜/泡

进盐水坛里/腌得生活有酸有甜/父亲嚼了一辈子也没嚼厌/酸也好/辣也好/他嚼起来都是甜的/小时候/我吃过妈妈的泡菜/几十

年来/我像羊儿反刍/那泡菜总在我口里回味。”[1]109我们很难相信这是一个 65岁老人的感情表达,我们分明看到一个俊俏而调皮

的翩翩少年,一边吃着泡菜,一边分享着父母的垂爱,泡菜和父母亲一起构成了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画面,尽管这其中传达出了一

种穷苦生活中的“凄美感”,但它却是那么温馨,那么动人。诗中这一句“几十年”穿过了时间的隧道,将生命的沧桑和对亲人的

深情追怀显现出来,并且在不经意中,留给我们巨大的阅读和思考的空间,因为诗人回味的不仅是那份永远不会忘记的亲情,还有

那份不变的简单朴素的生活与理想。 

黎旭在描绘温馨的亲情与往昔画卷时,也借助《祖父》这首诗描写了故乡生活的穷苦和老一辈故乡人卑微的命运:“我的祖

父/一生没出过远门/一生没进过县城/他只听说县城在东边/他每天走的路/就是从田间到土屋/从土屋到田间/像磨坊的驴/在碾

道上走了一生/我的祖父/一生没出过远门/直到他辞世的那天/还是从土屋到田间。”[1]112在诗人苍凉的记忆中“我的祖父”辛苦

劳作一生,从未出过远门,直到生命的终结。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像祖父一样的老一辈的农民,他们一生高强度的劳作,却始终生

活在闭塞和穷困之中,他们悄然地降临到生养我们的土地上,在大地上辛勤劳作一生,最后悄无声息地回归到泥土中去。但他们的

生命依然在这块土地上划上了自己的印痕,尽管这个印痕只留在亲人的心灵深处。 

历史总是向前的,乡村的日子虽然贫苦,但也是踏实、质朴的,因为“好日子总是在前头”,人们“总是把日子盛在大粗碗里/

让人一眼就看出日子的厚薄/乡村的日子/是插秧人酸痛的腰/是收割人脸上的笑/是脚板在小路上冒的烟/是地里哼着的小调/乡

村把日子垒起来造房子/乡村把日子攒起来娶媳妇/乡村的好日子总是在前头/让人们追得汗流浃背。”[1]108 诗人用平实的语言再

现了当代中国乡村生活的真实情形,揭示了广大农民最质朴的生活理想和追求。同时,在这乐观明朗的基调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农

民身上那种勤劳质朴、生生不息的顽强力量。 

对社会观察细致、能够时刻紧扣时代脉搏的诗人也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变后,传统乡土中国发生的巨大变

化。大量农民远离故乡,外出打工,而家中繁重的劳作留给了老人和女人。在《四郊的女人》中诗人这样描写这些乡村留守女性

的生活状态:“夕阳呼唤/锄禾的女人踏上了/归家的阡路/让劳累一天的锄头歇在廊檐/一把嫩草打发猪仔/胸扣一解止住哇哇的

哭声/炊烟飘不到遥远的地方/在南方打工的男人/留下半个月亮挂在窗口/让床前的女人望得发愣。”[1]121寥寥数笔诗人就生动地

描绘出了乡村留守女性的艰辛、苦闷和孤独,这种双重的生活压力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巨大的牺牲,同时也潜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诗人怀着对家乡和亲人的深切感情,准确地揭示了当代中国乡村的真实现状。 

故乡,是我们每个人情感的依托和灵魂的归宿,是每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永远不能逃离,也永远

不会背叛我们的地方。她就像我们精神上的母亲,既能理解我们在现实困境中无法摆脱的精神苦闷,同时,又像一条小溪将清澈的

甘泉灌注到我们的心田。远去的青春和故乡,是黎旭最为亮色的生活,也是一生中最纯美的记忆,因此,在故乡组诗中,融入了他最

真实、诚挚、细腻的感受,我们也似乎在那些诗意的描述中,找到了自己的昨天。 

21年的蒙难,人生的灰暗和绝望,可能是黎旭在60岁以后成为诗人的重要原因,而那些经历的世态炎凉和种种磨砺,构成了他

急切需要表达的重要源泉和力量,当他找到了诗歌这个形式的时候,他为自己呼喊,为自己的纯洁宣示,为故乡和儿时的梦想歌

唱。正如向天笑《序言》所说:“他在平凡的生活里诗意栖居,他以直觉进入诗歌,以代价进入诗歌,以生命进入诗歌。”[1]3 诗人

用清丽的文字表达了对诗歌和生命的理解,也发出中国社会脉搏跳动的最初声响。也许若干年后,中国当代思想史的研究者、地

方史志研究者,可能从黎旭这些民间作家的著作里,窥视到某个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追求,而这也是民间作家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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