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酒，欢喜，或是忧愁，甚至是郁
闷，总之心绪还是很复杂的。高兴时，
酒桌上自然是风调雨顺，八面玲珑，若
是更助了酒兴，天王老子都不行，唯我
独尊，喝完一场又一场，讥笑那些酒囊
饭袋之辈；背运时，接二连三，一句话
说错，自然少不了洋相百出，再加上有
时 喝 得 人 事 不 懂 ，如 泥 一 地 ，人 抬 车
拉，又满街招摇，那事后的懊悔和冲天
冲地的毒誓一箩筐也装不完，稍微一
消停，不经诱惑，酒杯若再一端，那些
囧事 直 接 烟 消 云 散 ，抛 到 脑 后 了 。当
然，喝酒的人都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
湿鞋的”？单单这个世上就是有了不喝
酒的人，眯眼笑看你酒醉几何。

我甚于酒，和酒也是欢喜冤家，虽
说酒量不算很大，但久之也是有点名
气的。大学毕业后分到一个偏远的小
镇，闲暇时，便随了周围的酒场儿，和
几个爱酒的前辈搭了伙。当然开始的

酒量是很不尽如人意的，动辄就被放
倒，但也有一乐趣，周围没了辈分，你
侬我侬，全是铁杆的兄弟朋友，再加上
随后的一场春秋大梦醒来已是第二日
天光大亮。酒量也是在于锻炼的，只要
得 空 ，小 桌 一 搬 ，弄 一 盘 凉 拌 嫩 白 菜
心，再置一小碟花生仁，一个算是风光
的酒场儿就算是置办成功了。不用呼
唤，酒瓶一开，坐等院内，不一会儿，各
路神仙圣贤悉数驾到，随后，便是一场
酒的风花雪月。久而久之，自己的酒量
日新月异，最后发展到酒至酣处，还是
轻松自如，于是就显得出类拔萃了。酒
量大了，人缘也就多了，每每自然是逢
叫必来，逢场必到，逢酒必喝，逢喝必
醉。现在想来，拘谨于小镇，诸多无聊
之中，酒，倒使每天的生活更加舒适，
不那么仓促，不那么紧张，也使心胸更
加宽广。说到此，倒也是感谢了酒……

妻恶于我的酒，必是酒后多事。有

时摔个鼻青脸肿，几天羞于出门，再或
是抓住一个子丑寅卯 . 不知所云的事
由，与友脸红脖子粗，撸胳膊挽袖子，
是非论长短，醒来又是后悔一场。大凡
爱酒之人，必是豪情万丈，心热似夏，
有一说一，酒桌上确定的事肯定不久
就会圆满结尾。但有时也是事与愿违
的，往往好酒之中又有小心眼斤斤计
较之事，一端酒杯，不到半响，陈年旧
事又浮于桌面，话语不投，便是不欢而
散，继而周而复始。妻恼于酒桌上那些
是是非非，常常殷勤备至，专门得空炒
上诸多可口菜肴，黏住我外出赶场儿
的脚步，慑于威严，只能屈膝从之，可
总是酒饮之无味。我想是妻子错了，自
己也清楚了，自己不是好酒，而是好场
儿。看来我的酒趣只能在那呼风唤雨
的酒场儿中得到满足了。

父亲常关注我的酒。可能和父亲
话语不多，偏于生疏，有时偶尔也小酌

几杯，也总是草草收场。随着岁月的积
累，父亲老了，我也年过四十，父亲见
我每日沉湎于酒，也甚是焦急。父亲苦
口婆心的劝导也起了作用，确实有些
收敛了，但效果还是微乎其微。于是每
逢周末，父亲置办上酒菜，和我对饮，
不是小酌，而是要一醉方休。我低估了
父亲的酒量，几番下来，每次都以我酒
量不支而告终。我佩服父亲的酒量，老
人劝告我：“玩物丧志，贪酒误事，你也
中 年 了 ，上 有 老 人 奉 养 ，下 有 孩 子 抚
养，人要有担当，做事要适可，酒要少
喝，喝坏了身体，‘人事’未尽，岂不不
负责任？”话语句句箴言，我有深悟，懊
悔自己在酒上的沉湎和失责。我没有
戒酒，只是辞了应酬，经常回家和老人
小酌，酒饮微醺，逸趣福乐。

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梁实秋说，
此 种 趣 味 ，最 令 人 低 回 。我 如 今 能 如
此，也算是悟出点饮酒人生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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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风华———

写作就是头顶上的星空
本报记者 李金金

图书馆好书推荐

万叶图书畅销榜

题名：智识的来源
作者：朱洗
馆藏地点：社会科学书库

1、作品：《我们仨》
作者：杨绛
2、作品：《穿越人海拥抱你》
作者：苑子文 苑子豪
3、作品：《向着光亮那方》
作者：刘同
4、作品：《查令十字街 84 号》
作者：海莲汉芙
5、作品：《神逻辑：不讲道理的人怎么都有理》
作者：阿里·阿莫萨维
6、作品：《精进：如何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
作者：采铜
7、作品：《极花》
作者：贾平凹
8、作品：《哑舍 5》
作者：玄色
9、作品：《查理九世 26：雪山巨魔》
作者：雷欧幻像
10、作品：《我喜欢这个功利的世界》
作者：咪蒙

(万叶书园提供)

内容简介：
《智识的来源》立足于生物学，而同时又涉及

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科普读物。朱洗从下等动物简
单的“心理”出发，沿着进化的阶梯，逐渐追溯到高
等动物的反射性和本能，进而探讨后天教育的影
响，由普通兽类和猴类的教育推演到人类本身的
教育——— 胎体教育和孩童教育。

（东营市图书馆提供)

他追求最本真的自己

他的生活方式是写作和阅读

在写作上，他是一个题材论的反对
者。对于写作者来说，真正的题材只有一
个：人性。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写作者难
以写出好的诗歌作品，除了才华与阅读的
局限之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题材的
局限，要么局限于“黄河口”，要么局限于

“油田”。文学的使命不是讴歌，而是反思、
质疑与对人性的诘问。如果它映照出一个
时代的精神状况，不是你去追踪、吟唱和
摹写，而是时代在个体的内心深处的刻骨
印痕。

写作需要灵感，即便小说写作也是如
此，何况诗歌。诗歌是神秘的，它的到来犹
如神启。诗歌的技术可以练习，但它真正
让人怦然心动的部分，必定是诗神的眷

顾。写诗不是命题作文。一个不承认灵感
的写作者，肯定是平庸的写作者。有的人
热衷于参加各种征文和评奖，在网上搜集
征文方的资料，然后像写论说文或说明文
一样把这些材料罗列，再加上几句感喟成
篇。邵风华认为，他们离诗歌太远了。

对邵风华来说，写作和阅读就是他的
生活方式，也是他存在的方式，以此获得
的快乐，是文学对他的最高褒奖。“我写故
我在”这是一个写作者的伦理，类似于康
德所说的“头顶上的星空”。写作是对心灵
的探寻，远离尘世的纷扰。文学之所以还
会有前途，就是由于它以独有的方式表达
了人类的心灵和情感。这同时也是一切艺
术形式的根本所在。

邵风华，诗
人，小说家，批
评家。1983 年开
始诗歌、小说写
作，中学时期开
始发表作品，80
年代中学校园
诗人。1990 年毕
业于济南交通
高等专科学校。
2002 至 2004 年
暂居中亚古国
阿塞拜疆。做过
施工员、机关职
员、企业高管等
多种职业。曾参
与创办、编辑民
刊《向后》、《诗
歌》。现居河口，
兼职中国石油
大学胜利学院
客座教授，《青
春 》文 学 杂 志
(南京)栏目主持
人和特约编辑。

2002年之前，邵风华一直默默待在小
城河口。除了很少的几个朋友，没有人知
道他在写诗。更少有人知道他从小就在练
字。他在大学时期曾经痴迷过绘画，在那
在风云激荡的大学时代，他和同学经常一
起骑一辆破自行车穿行在通往书店、博物
馆、各种书展的街巷中。也曾经为了省钱，
他们爬火车去曲阜的孔林写生，

那时他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隐身于
周遭环境的人，做最本真的自己。2002 年
之前，除了身边的三两旧友，很少与其它
的写作者发生交集。

邵风华最崇敬的人是塞林格、陶渊
明，息交绝游，做一个隐逸之士。每天看着
日出日落，倾听风吹过树林。在幽深的飘
着花香的小径散步，手里拿着一本书，一
本字帖，或一本画册，累了就坐在青石上，
在鸟鸣声中一页页翻看。

有一年，邵风华与诗人、评论家胡少

卿通电话，这个在北大读了 10 年书的家伙
说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邵风华连说彼此
彼此。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没有那么
多伟大的事业等着他们去做。他们与这个
世界发生关系的最好方式，无非就是做一
个本真的自己。

但在邵风华的骨子里，仍然汹涌着不
可抑止的激情，对生活，对友谊，以及人世
之爱。

大约 10 年前，作家李苇自广州一路北
上，曾来东营住过几天，临行前握着邵风
华的手说：“我终于理解了你在东营的孤
独。”这孤独于邵风华来说，有时是一种滋
养，有时是一种伤害，而最终，它只是一种
存在的方式。

他感谢那些从各地来东营相聚的朋
友，每当他们到来，邵风华都在心里暗暗
地说，东营，它知不知有多少优秀的诗人
正走在它的街道上。

酒饮微熏
◆段雨波

邵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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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一个文学少年

回忆邵风华的写作生涯，算是开始得
较早。初一时他开始写小说，初二开始写
诗。那是遥远的 80 年代，又因为就读于偏
远的乡镇中学，没有地方可以买书，只能用
攒下的零钱偷偷从出版社邮寄。

他从高一开始在《少年文艺》、《语文
报》、《诗歌报》等报刊发表小说、诗歌和评
论文字。并与朋友一起创办文学社，编辑社
团刊物，在学校举办文学讲座。

诗人普珉在一篇文章中说，“邵风华曾
是一个文学少年”，原因即在此。

从 2002 年开始，邵风华移居东营，逐

渐与本地的作者有了越来越多的联系。几
个人一起策划出版作品集，举办诗歌朗诵，
他想用自己和朋友们的努力使这座城市具
有更多的诗意。那时的他们是非常快乐的。

在邵风华看来，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舍
弃的过程。只有舍弃，才能拥有真正的自
己。所以在他的生活和写作中，舍弃了很
多，也收获了很多。

梭罗说，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
东西，人们灵魂需要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
买的。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还有什么是比写
作和阅读更幸福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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