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人之败往往是因拔苗助长；
做事之败往往是因操之过急。

学会理性等待，是一种素质和
修炼与懒惰和懈怠无关。

人人求得一帆风顺、心想事成，
然而复杂的社会现实许多时候又让
人无奈及事与愿违：车辆刚驶出众
车围堵，却遇到了红灯；船只刚要顺
风扬帆远航，却见一条大船横在航
线上。严酷的现实及唯物辩证法告
诉我们，在许多情况下，等一等比赶
一赶更显智慧；今天的等是为明天
的不等；不该快时的快往往是灾难
的伏笔。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不可预
料的因素太多太多，在漫漫人生旅
途中等是绝对的，不等却是相对的。
现实中，确实有时败于“等”；更有时

败于“不等”。《中庸》中有句名言：凡
事豫则立，不豫则费。因“不豫”、“不
等”人败和事败的事例，举不胜举；
因暂时的“等待”而成就大事者更是
很多。在日本强盗侵犯中国之初的
1938年，国内的“速胜论”很快便占
了上风，毛泽东经过深入分析形势，
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持久战，游击
战。这一“战”便是八年，没有这八年
中国人民不知要在强盗的凌辱下多
挣扎多少年。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
从五十年代便被打成“右”派，这顶
帽子一带便是二十年，在寒冷的东
北地区，这位当年的湖南省高考状
元，也“修炼”了二十年，“等待”了二
十年。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又有
多少优秀的领导者和卓有成就的知

识分子因受不了凌辱，没有等到改
革开放曙光的到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
笑！”一个“待”字透出多少人生哲
理。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写过一篇文
章叫《伤仲永》，讲到在诗词鼎盛的
宋朝出过一个神童叫方仲永。他5

岁就会写诗，出手惊四方，并且达
到了“指物作诗立就”的程度，震惊
了当时奇才辈出的诗词界。然而他
过于张扬和不善于“修炼”和“等
待”早早便结束了文学生命。相当
来说，当代诗歌奇才海子(查海生)，
命运更惨。这位1964年出生，1979年
便以高分被北京大学录取的诗歌
奇才，毕业后又有了一份理想的工
作。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发表的几

首诗歌轰动整个诗坛。“转世李白，
当代杜甫！”社会上给了他极高的
赞誉，造成了他心理的浮躁。一次
他在昌平走进一家饭店，高声叫出
自己的名字，说给大家朗诵自己的
诗歌，能否换顿酒喝？老板答复是：
可以给你酒喝，但别在这儿朗诵你
的诗！他为自己的诗歌得不到社会
更多的人认可十分失望。1989年3月
26日，卧轨自杀时年仅25岁。有人
发表文章惋惜：“他再沉淀五年就
好了，再等待五年就好了！要知道
杜甫的诗歌得到社会广泛认可，杜
甫的后代等了一百多年。

等待，多是出于无奈和客观要
求；等待，也是一种策略和艺术。学会
等待，应成为人之涵养和人生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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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与诗歌为伍，韩簌簌———

生活庸常 她在诗歌中舞蹈
本报记者 李金金

民间故事为她埋下文学的种子

网络唤醒她沉睡的文学梦想

韩簌簌是一名人民教师，教师这个行业是
一种良心买卖，三尺讲台更是一方试金石。韩
簌簌说，站在几十位对自己信赖无比的小观众
面前，光有信心是不够的，需要长期锲而不舍
的积淀。所以毕业后的前十年，她文学的梦想
没有单独成活，她裹着厚厚的种皮，酣睡在繁
重的课业与琐屑的家居生活、子嗣哺养里。就
如那些尘封多年的诗文摘抄笔记本，也只是偶
尔被疲惫的目光翻阅。

直到她家里开始上网，这对韩簌簌来说似
乎是一个分水岭。一个靠传统阅读汲取营养的
人，经历了漫长冬天的潜伏期之后，被一个名
叫网络的东西重新唤醒。于是文字们适时地伸
出来它们的触角。似乎毕业之后她所有的文字
梦想，那些年没开完的花，没结的果，被封藏的
念头，一个个打着呵欠相继醒来。

有了网络，就去“榕树下”看文，发文；在百
度建自己的贴吧，与一班同道中人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也去腾讯聊天室对对联……她忙得
不亦乐乎。有一天她不小心闯进了一个诗歌论
坛，从此，她散漫的诗歌涂鸦开始慢慢与论坛

上较为正规的“读写评”一条龙挂钩。之后，她
接触了更多的诗歌论坛，不少纸刊也开始录用
她的稿子。2007到2008年是她诗歌的创作发表
的井喷年，之后的创作变得越发冷静与理智。
组诗《关于一个人的缺席》和组诗《进山札记》
就是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

她的创作类型还是比较庞杂，诗歌、散文
诗、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都有涉及，诗歌
评论上过不少大论坛的头条，报告文学也获过
省里的奖。但她写的最多的还是诗歌，诗歌也
是她的主业。一是因为她喜欢，二是在这快餐
式阅读时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使我们的时间
被切割成更多的边角，短平快的诗歌或可以成
为随时填充这些时间的边角料。她在诗歌随笔

《我们终将是受检阅的一群》中说过：“外界嘈
杂，心需要安放。我们的肉身是忙碌的，可灵魂
未必与它如影随形，我们把它叫做‘出窍’的时
刻，其实灵魂已开始与诗歌为伍了。生活是庸
常的，我们却在诗歌里完成一次次出逃。生活
用一道道的墙或栅栏将我们围追堵截，我们却
在诗歌里找到了出口”。

在浮躁中她挖出创造的灵魂

韩簌簌认为，灵感是因时因地产生的一种
创作意念的触发，得益于长期积累，才可一朝
得之，有时黎明叩门，有时是阅读的间隙，随意
记录点滴琐屑也是常有的事。她获得“三苏杯”
全国诗歌大赛特等奖的组诗《蹚过宋词的苏
轼》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的，对苏轼的喜
欢和熟悉，下起笔来也就自如。但是，韩簌簌
说，写作最终绝不能仅仅是靠意念的偶尔灵
光，成熟稳健的写手随时都该有状态。如同苏
轼所说：“落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韩簌簌说，文学的滋养对象首先是自身，
钟情于文字的人首先丰盈了自己的内心。我们
用文字的探照灯照亮内心幽秘的通道，我们也
将用文字的扫描仪与这个世界有效整合，有心
之人自会找到进入他的有效密码和路径。

她曾经自得于《蹚过宋词的苏轼》中对苏
轼命运发自个人角度的观照，也不无欣喜于获
得叶红女性诗奖的《画外音》《丝绸志》，还有

《醉卧在珊瑚帖中的米芾》等篇章的人物命运

与生存背景的套叠，以及大型组诗《黄河尾闾
诗章》对我们黄河口地区地域文化的再次确
认……诸如此类，每一次落笔之后或许都会有
或大或小的得意，其实就是她随时突破自己的
某一种瓶颈的快乐与自得，这是一种独行之时
发现新景观的快乐。也许每个人都需要这种自
得与自我认证。但冷静下来之后再回来审视，
会更能客观地评价自己的作品的优劣之处。

读与写，于韩簌簌来说乃一呼一吸之间。
写作已经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写到
一定阶段之后，她不急于出多少作品，而是把
质量看得更重要。在韩簌簌看来，伏久者，飞必
高，她所能做的就是俯下身子，适时于浮躁的
世界里抽身，潜进生活的内部，挖到他的核。

“最本质的诗歌，应该就是生命中最灵动，
最飞翔的那个纤细、颤抖的部分”。她致力做这
样一个用独特个人化标签的探针，去穿刺诗歌
最隐秘神经的人，于文字的时空里持续钻探掘
进的人。向更好的那一首，进军！

韩簌簌，
笔名也。多以
组诗发表于国
内 各 大 诗 刊
700余首，出版
诗集《为一条
河流命名》。曾
获台湾第八届

“叶红女性诗
奖”，中国作协
举办的“三苏
杯”全国诗歌
大赛特等奖，
中国诗歌学会
举办的“诗光
潋滟民丰湖”
全国诗歌大赛
特等奖，“东坡
诗歌奖”华语
诗歌大赛一等
奖，徐志摩微
诗歌奖全国大
赛银奖等，曾
被授予“中国
旅游散文创作
实 力 作 家 ”、

“齐鲁文化之
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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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晚报记者”秦德龙荒诞小说集
现代人通常表现得语焉不详、性格模糊，

甚至面容不清——— 没表情。秦德龙每天读报
纸，看世界，并提炼出一些典型案例，一一指给
我们看。 (图书馆提供)

书名：《没表情》
作者：秦德龙
馆藏地点：文学艺术
书库

爱故事该是每个孩子的天性使然，韩簌簌
也不另外。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一本不起眼
的民间故事，会让她兴奋很长时间。她最早听
到的故事大概就是她爱读书的父亲茶余饭后
的讲古，忠孝礼义廉耻在她内心深处播下种
子，口口相传的民间口头文学的再造功能起了
对她的成长不可忽视的作用。

与其他文学爱好者类似，韩簌簌读小学时
的第一篇作文便被老师当做范文在班内表扬，
这也激起了她小小年龄莫大的虚荣心。之后她
更加如饥似渴的阅读，自然百科、人文掌故、历
史风貌一篮子全包。也许在这种缓慢地浸染过
程中，她的眼界和悟性被慢慢点化，于是单纯
的吸纳已经不能满足她日益增长的内心需求
和挑剔的胃口。当情绪累积不吐不快时，她便

开始了自觉不自觉地表达。
先是随机的日记，后是有意的类别归纳梳

理，日久弥丰，韩簌簌后来收获就是几大本日
记，几大本的摘记。那些已经破损的软皮本、硬
皮本，如同隔世的老朋友早就在前方不远处带
着自己的墨香等着她。就如席慕容所说：“明明
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
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内心的狂风暴雨在经历一番文字的输出
与笔尖的滴沥之后，它们合上喷张的翅膀与狂
放的鬃毛，你会看到浅卧纸上的那份恬静温
馨，想象彩虹横卧竹间，细碎的花影婆娑与摇
曳。作为一个写作者，韩簌簌的自觉性被调动
起来并成为习惯。所以师范毕业时老师同学最
多的留言也是多在文学上对她的美好祝愿。

1、作品：《途经人间——— 给生命一个微笑》
作者：海萍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2、作品：《龙族4》
作者：江南
出版社：长江出版社
3、作品：《左岸之贝》
作者：左岸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4、作品：《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无可替代的自己》
作者：汤木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5、作品：《淘气包马小跳：孔雀屎咖啡》
作者：杨红樱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6、作品：《尽余生》
作者：白槿湖
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7、作品：《哑舍·零》
作者：玄色
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8、作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9、作品:《摸金校尉之九幽将军》
作者：天下霸唱
出版社：群言出版社
10、作品：《余罪：我的刑侦笔记》
作者：常书欣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万叶书园提供)

韩簌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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