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
书
之
乐
何
处
寻
，数
点
梅
花
天
地
心

—
—

宋
·
朱
熹

婷

筠

书

开卷有益开卷有益

悦读 专副刊部 责任编辑/陈小玲
电话：0596-2599851

E-mail:2601898068@qq.com 52021年12月6日 星期一
漳州新闻网：www.zznews.cn

新书品评新书品评

作者作者
简介简介

许海钦生于海边，长于海边，并以海为田，
因海而开创了自己的海产品生产贸易事业。
他一生从未离开过大海，其诗歌创作最主要的
创作内容也是海。

许海钦现已出版 3 本个人诗集：《蓝色血
液》《守望那片海》《心海涛声》。这三本诗集收
录了他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 2020 年的主要
诗歌创作。他的这三本诗歌创作，我以为经历
了从海开始，到回归大海的一个过程。

许海钦甫一开始创作，便是浓郁的海味。
《蓝色血液》中直接吟咏海的篇章便有《大海的
乐章》《雾海》《看海》《大海》《海啊，你收集了太
多的灵魂》《黄昏的海》《海滩寄语》《海滩啊，我
的慈母》等，而其他没有用“海”直接命名的许
多诗歌有近百分之七十都用到“海”或与“海”

相关的意象。因此，评论者称之为“海之歌
者”是极为恰切的。

但许海钦笔下的大海跟那些只把海当成
旅游景点、只以海为风景的作者所写的大海是
不同的。在那些作者的笔下，大海是轻盈的、
浪漫的，而在许海钦的笔下，大海既博大辽阔、
丰美富饶，又凶险凝重、危机处处。《蓝色血液》
开首第一篇便是《晕船》。这首诗歌写于 1980
年，是作者早年艰难讨海生活的真实写照。即
使生于海边长于海边，大海并没有一开始就眷
顾许海钦。在诗中，他说他最怕的是午夜出
海，因为“汹涌的海浪”会把他“颠得上气不接
下气”，直颠到他这海边人晕船：“索性张开嘴
巴/搜刮绿里带红的胃液/一同，向大海发泄”。

《雾海》则叙述了他被困于海上的经历。因为
大雾，因为“坏了指针的罗盘”，出海的渔民被
困于海上“三天三夜”，这让“宽阔的大海/变成
一座没有墙壁的小屋子”，而为了活下去，他们
只能“用海水煮海鱼”，然后“皱着眉头把咸苦
的鱼汤/送进嘴里”。正因为懂得大海的凶险，
许海钦说：“大海养育了我，又折磨过我”。

当然，大海更是博大与富饶，因此，许海钦
也把他的赞美献给大海。他在《海啊，你收集
了太多的灵魂》中直抒胸臆：“你的土壤无比肥
沃/长满蓝色的麦穗”。而在《大海的乐章》一诗
中，他赞美海浪，有时“如万马奔腾/似风啸雷
鸣/雄壮的音符腾起生命的一次次高潮”，有时
是“ 优 美 的 旋 律/一 切 都 陶 醉 在 蓝 色 的 梦 呓
里”。许海钦是真正生活在大海的人，也因此
他才能认识大海丰富的面向：“大海是舞台，在
我的眼眶里/大海是摇篮，在我的记忆里/大海
是魔鬼，在我的灵魂里/大海是坟墓，在我的船
舱里”。

许海钦早期诗歌中浓郁的海味极富生活
质感，活泼泼的，纵然苦涩，却充满坚韧的生命
力。我非常喜欢他诗歌中描述的海的意象，像

“月亮的袖口长满锋利牡蛎/划破九月的温情”，
像“我领着一群鱼儿/去与鲜花作伴”，像“我曾
经在海礁的腹腔苦苦冥想”，像“渴望大海是一
口井/里面盛着一滴春雨”这样的诗句都是真正
融入大海生活的人才写得出来的。写海的许
海钦总让我想起写黄河与巴颜喀拉山的昌耀。

有意思的是许海钦诗歌中的这些海味在
第二部诗集《守望那片海》中几乎消失殆尽，但
却在第三部诗集《心海涛声》重新出现。而这
次的出现显然境界更高，也更为开拓。

如果说许海钦第一、二部诗集都只是对个
人命运的关注，那么到了第三部诗集中，许海
钦便走出了自我与个人，将自己同家乡同国家
甚至于同人类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这部
诗集中表现出的宏大与开阔正是第一部诗集
中的海味升华。

虽然从艺术上来看，《澳角的海》还可进一
步提炼，但用如此豪迈、浩大、深沉的情感以
452 句的诗行来叙述家乡的景观与历史、来吟
咏家乡，更将家乡的发展变化同祖国的发展变
化紧密相连的，却是极为少见。所以，有评论
者认为这首诗是他“个人诗歌史上的一种高
峰”。而这也让我们思索中国当代诗歌发展过
程中是否有意无意地蹩过叙事、豪迈与介入当
下宏大主题这样的另一条发展路径。

《澳角的海》第二十二节其实正是第一部
诗集中的《大海》一诗。这首诗歌很凝炼地表
达了大海的博大、凶险与对人的磨砺。大海

“苦涩的液体里/滤出一尊尊钙质的肌体/不管
是灵，是肉/都打上海的戳记”“一切喧嚣都在你
的博怀里包容/冗长的船程也是一刹那的浓缩/
如同海滩上的一只贝壳/被神奇的传说占据/此
时，蔚蓝里便孕出空明”。许海钦正是被海打
上戳记的企业家诗人，而他亦在大海的磨砺之
下成熟与升华。他在第一部诗集卷首诗《苇
船》中所写的有如预言：他以大海为苇渡到了
人生与诗歌的另一重境界。

《心海涛声》的后三辑诗歌《春天的歌》《中
秋的诗》《诗人足迹》的书写内容颇为开拓。他
在 2016 年春节的献诗中写“民企缺血、股市熔
断”，写“高铁已经跨过断崖”，写“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渔网对接了互联网/海鲜成了抛物线”；
在 2017 年中秋思考“一带一路，乌亮的铁轨”，
思考“借用北斗，把你导入诗行”；在 2019 年春
节关心“印度洋亚丁湾护航的海军编队/南极中
山站的科学考察队”以及“着陆在月球背面的
嫦娥四号探测器”。2020 年春节他更为人类而
担忧“今晚的武汉不是意外/所有生灵，都是/以
原初的血液流淌/苍生情怀，宇宙意识/神祇定
制的生存法则，等待/我们清醒地去破题”。

许海钦当然还写大海，但大海在许海钦这
里已不再只是具象的物质实体，而更是一种精
神和胸怀——以海一样的博大来观照国家与
世界，就如他在《看海的人》中所说的：“大海的
血液，终将/回流给每一个看海的人”。这正是
许海钦诗歌的独特性与价值。

海 之海 之 子子
——读许海钦的诗歌

▱曾丽琴

人们常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说，生活只有做到眼
前不苟且，才能有诗和远方。在有些胶着
低沉的现实中如何使灵魂轻盈灵动？如
何让教育时空持续生长曼妙的诗意？姚
跃林的《让教育稍稍有点诗意》，或许能予
您以启发，甚至给您以答案。姚常常说，
教育要有温度。作为其妻，并非夫唱妇
随，我也坚定地认为，教育的诗意需要用
心灵的温度去培育。

用心灵的温度培育教育的诗意首要
的是理想有温度。

追求“为人的教育”，围绕“校园如何
使人更美好”的命题建设和管理学校；努
力创造适合学生自我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提倡利他行为的审美化，把审美追求作为
学校教育的责任；凝聚校园文化，培养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
功能，希望学校成为社区文化和精神的高
地，希望学生走出校园就成为国家的优秀
公民。凡此，是姚的教育理想。

因为这理想，姚只身来到举目无亲的
漳州开发区，创建厦大附中。年年月月过
着“687”的日子，陪伴在同事和学生中间，
一座现代化的学校历逾十年终于建成。
努力使每一间教室、每一处楼台都观照到
人性，以便成长的生命在受到尊重中更加
自在、丰厚和润泽。倡导并建立唯美的师
生关系，让学校和谐发展。于是，理想张
开了翅膀。

因为理想的着力点是人，所以理想有
了暖暖的温度；由于是用滚烫的激情去追
逐、守持理想，因此理想有了灼灼的热
度。暖暖的温度和灼灼的热度氤氲蒸腾，
于是涵养出了美美的诗意。

用心灵的温度培育教育诗意的关键
在于对生命有温度。

教育园地的生命固然指一个个教育
者和受教育者，但并非仅限于此。在附中
校园，所有的师生员工、两千多棵乔木、无
法计数的灌木、花草和动物，都是人性关
照的对象。生命因多样和不同而美丽。

不同的生命有共同的特质：鲜活而独
特，脆弱而高贵。对生命有温度，就是用
挚爱对待生命，就是敬畏生命，赞美生命，
呵护生命。教育即陪伴，教师即课程，人
的现实快乐不可或缺。“午间加油站”“跳
蚤市场”、“四点半”学堂、文化月活动，对
师生全员开放的各种功能场馆，等等，让
附中成为全体师生体验现实快乐的共同
的“家”。对生命有温度，才朝夕陪伴，彼
此走近，心灵沟通，彼此便成为各自生命
的得意春风。生命因相互给予的温度而

更加精彩。
国际部草坪的芒草红了一茬又一茬，

亦乐园裸露的岩石已变成相思树林；参加
各种赛事的老师同学捧回了簇新的奖状
奖杯奖牌，那个脸长痤疮、心怀怨忿的小
伙子已经换了看人世的心肠和眼光，曾经
穿着拖鞋到校报到、赤脚考试的小孩已然
西装革履回母校开讲座……每个教育故
事都是浸透着灼热的真情善意的诗篇，如
春风化雨，给生命以温馨，给灵魂以滋养，
使生命茁壮、提升，进而有能力展开生活
艰难曲折的褶皱，获得诗意，同时用心灵
的温度传递生命的温暖和诗意。

用心灵的温度培育教育的诗意需要
让理性有温度。

教育的理性是指教育要尊重规律，尊
重教育教学和生命成长的规律。教育教
学是为了生命的成长，教育教学规律不能
悖逆于生命成长的规律。因此，厦大附中
把“以人为本，以德育人，自立立人，和谐
发展”作为核心办学理念，践行符合教育

教学规律、适合学生成长、适合学校发展
的教育观、教师观、学生观、课堂观、质量
观、文化观、活动观、环境观等，努力处理
好教育平等与差异教学的关系，强调教育
教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结合，实施人道的
应试教育，在遵循普遍价值观的前提下努
力实现教育对人的起码尊重，倡导自律前
提下的自由及奋斗过程中的幸福。

“师道”“宽柔以教”的石刻在附中校
园里不太醒目，它们刻于石头，更要铭于
心坎，见于行动。如何依法治校、处理家
校关系，如何回望传统、投身当下，如何破
解班主任荒、提升师生的幸福度，如何让
学生全面发展、拓展特长等等，大大小小
的问题带着温度拷问理性。理性的戒尺
与艺术的笙箫巧妙相融，必须用有温度的
心灵去丈量、舒缓理性规范的尺寸和苛
严。生活不必一直紧张庄严，奋斗的青春
也需要温柔以待。

理性的钢铁虽然能铸造梦想的航船，
但它是生硬冰冷的死物，需要有一腔热血
的舵手和水手的驾驭，航船才能启程。理
性由有温度的心灵掌控，濡染诗意的光
泽，以绕指柔般的温润熨帖生命，梦想才
能启航。

教育的哲学其实就是生活的哲学，教
育的外延与内涵应该延伸于整个生活，生活
的诗意可以饱满教育的诗意。很难想象，一
个生活毫无诗意的人会留心教育的诗意。
生活的诗意同样需要用心灵的温度去培
育。我们夫妻携手走过了37个春秋，我熟悉
的姚是家庭的“孝子”“暖夫”“慈父”，是一个
一心追求“美好”细节的理性主义者。姚有
一双容易发现“美”的眼睛，喜欢笑着用镜头
记录下身边的美好。姚热爱生活，用赞美的
目光欣赏生命，用良善的诚意感恩生命，这
就是追求平凡栖居中的诗意吧。

诗意是给人以美感的意境，它包括情
和境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都必须统摄
于美。教育如莳花植树，本不乏美美的诗
意。教育者能感到肩上有小到个人家庭、
大到民族国家的责任，心里有对从地球到
天空的生物灵长的温情，足下迈出无论在
小径还是大路上的端正坚实的前行步伐，
教育园地才能产生诗意。希望教育的诗
意不止点点滴滴，而能蔚然弥漫。那不仅
是姚《让教育稍稍有点诗意》文字背后的
深愿，或许也是所有人的期盼；那不仅是
个人的福祉，应该也是国家的幸事吧。祝
愿教育的诗意早日能春光满园！

奋斗的青春奋斗的青春
也需要温柔以待也需要温柔以待

▱余春玲

孟冬时节，九龙江畔和风微醺。落
日由淡淡的橙色，慢慢变成晕红，与中山
桥身影一道，暗淡到圆山边的暮霭中。

数艘舱舶靠着南门溪堤岸，而江面
仅存的那艘 500多年的“船庙”进发宫，在
碧波上荡漾着，船头旗帜鲜明，随着江风
猎猎招展——江畔，一个白色布幕已在
水岸边拉起，码头上下人群熙攘，男女老
少踅至大幕前挑着凳子……

11 月 27 日晚，《水居之民》《瘟祛·运
来》两部记录九龙江进发宫船底人浮水
而居身世的影片在船民们的家门口开启。观影会以“露
天+实地+茶话”的方式展开，主创者高舒、杨晖现场分享
创作故事，船底人、受邀代表、观影市民坐满了进发宫码
头的空地。

世居九龙江的疍民自称“船底人”，船底人世代浮家
泛宅，繁衍生息，沿水路发展出众多船庙。如今九龙江面
上仅留下一艘 500 多年历史的“进发宫”，有着“漳州最小
水上庙宇”之誉，每年举行的民俗活动“送王船”成为九龙
江江面的靓丽风景。2011 年九龙江进发宫成为漳州市文
物保护单位，留在江面原址烧灰巷码头，继续浮水为生。
之后，以进发宫船底人郑爱食一家为代表继续坚守“送王
船”习俗，积极申报漳州市、福建省以及联合国非遗项
目。2020 年 12 月，中国“送王船”习俗与马来西亚“送王
船”联合申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船底人浮水为生，在拥有又失去沙洲“烧灰巷”后，一
次次面临穿鞋上岸的现实。为了水居的仪式感，他们强
调着“船”，全力守住进发宫。于是，庙在水上，人上岸，迎
王送船成为一场有关神圣故乡的隐喻仪式。观影会现
场，船底人郑爱食一家在自家门口与大家分享了进发宫
的故事——

郑休山说自己是真真正正的船底人，岸上没有房子，
吃住都在船上，连着一个家庭，“连家，连家，连着一个家

嘛，一代一代，几百年的
事 情 ”。 在《水 居 之 民》

《瘟祛·运来》两部记录片
里，通过进发宫疍民习俗
郑爱食法长的讲述，沙洲
烧灰巷、渔业社的变迁宛
如昨日。观影后，郑爱食
代表疍民致谢主创者和
观影的人们，“船底人与
水接触，产生信仰。没想
到这种历史文化这么隆
重，感谢大家，感谢爱好
文化的人士推广和支持，
保留疍民这种历史文化
的价值。”

夜空里，繁星点点，
九龙江江面的凉意不时
漾过来，烧灰巷码头观影
会暖意依旧。《水居之民》

《瘟祛·运来》两部记录片叙事亲和、影像翔实，由九龙江
“船底人”的故事催生人们心底的乡愁。受邀观影的市、
区文化、文学界代表、疍民研究专家先后发言，打开了人
与水如何和谐共生的话题。

影片策划、编导之一的高舒博士是如假包换的漳州
人，她的热情真挚总是让人觉得温暖，这位长发披肩的美
女博士在知性和感性间平衡得很好，她以投石问路般的
勇气促成了这场观影会，现场的反应让她热泪盈眶，“江
风好乖——水上和岸上的人不惧风寒坐在一起看片，一
起讨论漳州城的疍民故事……没有蹭的心，只是敢于以
自己，用一群人的真挚捂热九龙江水——岸的温度。”

高舒现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副主编，中国艺术
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硕导，
也是中国音乐学院传统音乐研究基地研究员。“我对真正
植根于漳州本土的这些文化形态有特别深的感受和意
识，我觉得这是漳州之所以为漳州的基因。尤其是对一
个走出去之后的人，会不断地要求自己对家乡要有再认
识和更接近本土的认识。”高舒对进发宫的关注开始于 4
年前，几年来持续与船底人沟通互动，将船民们的生活淘
进了口述历史文本里。今年元宵节，一个皓月当空的夜，
高舒来到进发宫船上找老郑一家做田调，与船底人藕粉
在船舱共度一宿，听她讲述“祖孙三代睡一床，鱼虾斤两
换糠菜”，“这和我之前关注漳州布袋木偶戏以及芗剧是
一致的，我不认为自己想做一些昙花一现的尝试，我希望
做的是线性的、可延续的研究。”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口述纪录片《水居之民》，获腾
讯“亲爱的故乡”微纪录片大赛十佳、最具潜力奖，新华社
网站播放量超 152 万人次；实验片《瘟祛·运来》为第四届
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双年展入围影片，并在北京公开
展映。两片近日又被评为第七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
国际口述历史项目展入围项目，由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
口述历史中心永久收藏。

这场重回故事发生现场的纪录片展映离不开主创之
一的杨晖先生。20 年前，杨晖开始关注九龙江连家船和
旧桥头街区，他的影像记录里漳州城饱经沧桑,“进发宫疍
民习俗入选联合国非遗过程中，民间力量的努力令人感
动……年初高舒博士从北京打来的共同打造船底人纪录
片的电话邀约，让我一直以来的影像记录有了意义上的
转化，从长期的外部观看真正走入船底人的烟火生活当
中，由此产生的这部片子才生机勃发，有血有肉，有人间
温情。让作品回归到它生长的地方，这是我一直以来的
夙愿……”

《水居之民》《瘟祛·运来》纪录片分享会由漳州市芗
城区文化馆、漳州市图书馆、晓风书屋、进发宫疍民习俗
理事会主办。观影会尾声，代表捕鱼、运输、放排等水上
作业的郑、欧、林等多个姓氏数代船底人受邀合影，暖意
浓浓。

夜幕沉沉，踟蹰于旧日烧灰巷码头，眼见进发宫船底
人食着自家捕获的鱼虾，享着鱼粥，浑忘了生活的劬劳。
他们喊起“兴啊！旺啊！发啊！”在九龙江面回荡……船
底人家门口的观影会结束了，而人类如何学习与水亲近
的话题则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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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会现场，高舒博士与观众分享
疍民习俗田调与影片策划的来龙去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