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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蕾出版社推出新锐儿童文学作家许诺晨作品——“淘气

大王董咚咚”新故事五册，这一次，董咚咚和他的朋友们踏上了“非遗”

之旅，穿行在五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与一位位平凡又不平凡的

俗世奇人相遇，书写了一部部或温暖或离奇或惊心的有趣故事。

读“淘气大王董咚咚”新系列，首先关注到的就是故事中的“非遗”

项目了，五册书里分别是昆曲、剪纸、瓷文化、竹雕与粤菜。随着故事

的发展，作者巧妙地展现了有关这些项目的来龙去脉、精彩内涵和深

远影响，如《盛放的梨园》对昆曲的介绍，钱多多话语不多，把昆曲几百

年的兴衰讲得清清楚楚，尤其强调了昆曲艺人在今天所面临的困境；

还有《飞舞的金剪子》里，对剪纸这一民间艺术师承的书写，让人读到，

就算一把小小的剪刀，都曾有过如此繁荣的过往。对于“非遗”项目，

平常未必没有留意，各地宣传推广也有，但论起真正有什么了解，怕也

说不上，而这一系列故事就能将这些内容很好地带出来，阅读过程中，

我不断见识其深厚文化基础，和扎根民间的不灭生机，就像《藏在竹雕

里的宝贝》里主人公朱西西的追寻，只要有朱西西，只要有这一个人，

“非遗”项目的传承就会生生不息。

话说回来，“淘气大王董咚咚”并不是“非遗”项目传声筒，这五部

新故事，其吸引读者之处，还在于作者设置的情境与情节。就“非遗”

项目而言，当下要紧的正是传承与推广，作者正以此着眼，每一部都围

绕主人公的命运展开，这命运，或与技艺传承，或与手艺高下有关，有

一些纠缠、有一点悬疑。上面提到的朱西西，她刚出场时的艰难处境；

《盛放的梨园》，钱多多的辛苦与隐忍；《消失的味觉》，开头就是少年厨

王陆冠群的意气风发，转个身却是惊天秘闻，他竟然失去了味觉……

故事里的主人公，每一位都肩负着上一辈的“爱恨情仇”，这些东西同

样如“遗产”一样，落在他们身上，成了自己不可逃避的命运——若有

“逃避”，也会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所以，精彩也就精彩在这里，少年厨

王争霸赛、竹雕继承人大战、中外制瓷艺术交流……

董咚咚与他的伙伴各有个性，仿佛一个“少年侦探团”，一起走

入到这几位“非遗”传人的命运大局，除了“侦破”他们的人生，也看

到了他们的成长。这一点，也是很可贵的，“非遗”的命运未来将会

如何，还是取决于这些人，他们得到了技艺也好，得到了身份也好，

重要的还是将这技艺与身份传扬下去。《消失的味觉》里，陆冠群与

宋天杰的厨艺对决是这样，《飞舞的金剪子》最后一章“天下剪纸人

是一家”，也是这样。《盛开的梨园》里，钱多多最后说了一番话，虽然

他讲的是昆曲，但这个意思，对这个故事里，乃至故事外的所有“非

遗”项目都是合适的：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我想，我已经准备了太久太久。那一

刻，我突然悟到：爱昆曲，不一定要自己登台表演，我可以用更合适的

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爱上它。或许，这才是我生命的意义。”

事实上，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是所有中华儿女都

值得思考的重大命题。面向这当中的突出代表——各地琳琅满目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者许诺晨能够掘井而居，创作出这样活泼的

少年传奇，借着孩子们纯真的眼睛热烈的心，谱写一曲童年与“非遗”

的奇趣交响，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传统文化，实在值得点赞。

一个苹果从枝头掉落，启发了牛

顿，于是他坐起身，发现了万有引力；

一个苹果的皮被削去，打动了吴少

东，于是他潜下心，聆听万物的动静。

2019年春，诗人吴少东继《立夏

书》之后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万

物的动静》，这是一部非常复杂的诗

集，种种声音交织其中：自然的、人类

的；郊野的、城市的；隐逸的、入世的

……它们构成了万物的动静。而事

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些错综

复杂的声音之中，但大多数人却对此

充耳不闻，幸好还有诗人，以诗为载

体，将这些动静呈现在我们面前，作

为我们对万物漠视的据证。上文提

到的那个苹果，就出自吴少东的这本

诗集，诗人能从苹果中看到整个世

界，但我们曾拥有整个世界，却没谁

留意过一个苹果。

吴少东曾经说过：“情感、美感、痛

感、意义。我为这八个字而写诗。”所

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这八个字在吴

少东的诗歌世界中处于核心位置，围

绕着这八个字，吴少东的创作有着极

高的辨识度；也正是这八个字，贯穿了

吴少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写诗

——隐退——复归”的整个过程。

诗歌的源头，应该是情感，正如

《诗大序》中所说的那样，“诗者，志之

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无论

是抒情还是叙事，无论是写实还是想

象，如果其中没有诗人真挚情感的流

露，它就很难被称得上是好诗。然而

不知从何时始，越来越多的诗人习惯

在诗中隐藏自己的情感，刻意追求所

谓诗中思维空间的展开，在诗中生硬

地添加各种连他们自己也一知半解

的高深理论，并以拒斥与读者对话作

为自己诗意成熟的标志。诚然，解诗

需要一小部分的理想读者，但理想读

者产生的基础是读者与诗人在情感上

的互通，那种要靠各种艰涩的理论才

能够切入的诗显然不会是优秀之诗。

这样的诗更多地像是一种猜谜，靠着

理论的空转，诗人和读者互相试探，但

却缺少一种最基本的信任。也许会有

人拉出波德莱尔、兰波、洛特雷阿蒙、

穆旦等诗人为自己进行辩护，但需注

意的是，这些诗人作品中的玄奥和费

解是产生于他们所处的历史语境之

中的，那种由对这些诗人生硬模仿和

暴力移植而产生的诗显然是值得质

疑的。

而对于吴少东而言，诗歌源自于

情感，这不仅仅是一个写作的原则，

其背后还有着他长期以来对中国诗

坛的观察与感悟。当吴少东重返阔

别18年的中国诗歌现场，他的创作

就呈现出了一种成熟，而在这长期的

沉潜后，诗作中所表现出的情感也越

发醇厚和真挚。《万物的动静》中有许

多焕发深情的名作，如《孤篇》《描碑》

《偶然性》《以外》《阳台上的空花盆》

《空港》《中秋夜与儿对弈》等等。

……端起水杯，黎明已经生成/

但我依稀看见地板上的光/折射的，

反射的一片光亮/那一瞬，我睡意顿

无，坚信/是从厨房里挤出的狭长的

灯火/想见母亲正在为我们烧煮早

餐/而她，已离世多年。

读了这首《灯火》后，我们很难不

为之动容。这是一首岁月沉淀出的

诗，诗中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和高深

的理论，但却能够直击读者内心。在

半醉半醒之中，一束光线为诗人指明

了方向，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束光的来

源，虽然“黎明已经生成”，但这束光

必定是母亲烧煮早餐时厨房的灯火，

虽然母亲已过世多年，但这片灯火却

为诗人点燃了心中的诗意。在诗人

看来，诗意的来源就在于生活本身，

生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馈赠都是充

分而有余裕的，一切深奥的理论和幽

邃的思想都要经过生活的滤镜才能

呈现出其意义，而诗人所要做的，就

是将这些浸满了自己感情的生命片段

以最凝练的方式落实在纸面上。当某

一天，某一位有着相似际遇的读者读

到了这首诗，夺眶而出的热泪就成为

了诗人与读者之间最好的交流。

杨键曾评价吴少东诗歌时说过：

“我们的诗人是因为真实的感通才能

长久。”吴少东的诗扎根于生活，并把

自己从生活中领悟到的哲理用最平

实的语言娓娓道来，他从没有想过要

灌输给读者什么自己的想法，但却想

把自己最真挚的情感献给读者，正是

诗中真挚情感的贯注，才使得吴少东

的诗歌意味隽永，耐人咀嚼。

正如臧棣赠吴少东的那首诗中

所言：“人心和诗心其实从来差别不

大”，吴少东诗中的一切都来自于生

活本身，而诗歌的生产过程就是让生

活真正进入自己的内心。譬如面对

那个被削去外皮的苹果，诗人并未徒

然地使苹果皮落入垃圾桶，而是使其

与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发生关

联，从而产生了一个新的世界。吴少

东诗中的情感都围绕着生活运转，并

源源不断地释放出足以改变读者和

世界的诗意，带领着读者去倾听万物

的动静、内心的声音。

万物静观皆自得
——论《万物的动静》中吴少东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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