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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佑的歌词很少有让人难以

琢磨的地方，如果说在文学写作上

汪曾祺老先生将白描这种手法用得

浑然天成，那罗大佑就是歌词界的

“白描第一人”。

罗大佑的歌词就像是一位拿着

沾满了墨汁的毛笔的诗人，既有酒

后肆意挥洒的畅意，也有世人皆醉

我独醒，我便唤醒世人的气魄，有范

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的情怀，有鲁迅先生“弃医从

文，为国为民”的精神，用通俗易懂

的歌词来告诉人们，什么是真与假，

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好与坏，什么

是美与丑，什么才是人们最应该去

留下、去珍惜的美好。

从歌词的风格来看，罗大佑的

歌词中是古典诗词中的题材原型和

精神气韵的现代体现。我在网上看

了罗大佑讲的一番话，这段话让我

们能够走进他内心的世界，也让我们知道了何谓真正完

美的歌词：“如果我们能够撇开所谓的‘雅俗’偏见，回到

两者的艺术本质及功能作用上来全面考察，就会发现，

现代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

不同，即都是以言志抒情为目的，讲究节奏韵律，能给人

以感官和精神双重享受的艺术形式。它们之间确实还保

留了一脉相承的东西。”

我国古典诗词，所蕴含的情感是丰富充沛的，其中

我觉得表达最全面的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有因家国

情怀的感伤：“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有对

美人的追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有在

依依惜别时的遗憾：“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

茫”，有对美好爱情的歌颂与向往：“但教心似金钿坚，天

上人间会相见……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而罗大佑大概也是具有这样情怀的一个人，他具有

深切情感，并以歌词为载体，来抒发他对社会的关切，对

现象的反思，对情的感受，对爱的看法。他的歌词看起来

大气澎湃，豪情万丈，但是实际上运用了大量修饰手法，

比如比喻，白描，拟人，排比，借代，双关等，将歌词变得

粗中有细，细细读来，歌词的细腻与精心，尽然显露。

歌词是罗大佑内心的独白，正所谓“心有猛虎，细嗅

蔷薇。”可以说，现代歌词，本身也应该是古代诗歌的一

种传承与延续，罗大佑将这一点做到了极致，在吸收前

人诗歌创作营养的同时，罗大佑将诗歌与流行音乐的改

编、融合，这体现了他对世事的敏锐观察，通过变化的新

事物去结合以前的风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造了独

一无二的曲风。

不可否认，罗大佑给后人留下了一大批经典之作，

如《童年》《光阴的故事》等。正因为其独有性，让很多对

罗大佑歌曲进行翻唱的歌手，无法像罗大佑一样感人

至深，大多只有其意，未现其境。歌曲离开了最初的语

言环境，表意就会占据上风，就存在着新的诠释可能，

可是，像罗大佑这样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的歌手，为

数不多。

2005 年的《大学语文》教材中有这样一段话，向我们

描述了罗大佑的价值究竟体现在何处：“在于他唱出了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峡两岸中国青年面临社会转型

时所特有的迷惘、困惑、痛苦和思考。”没错，人与人最重

要的，就是共鸣，共鸣是人与人之间真挚与坦诚的起源。

罗大佑是好几个年代人心中的“教父”，也许他不是最火

热的，但是他一定是被世人知道与喜爱最久的，何谓经

典？这就是经典。

关于他的歌为什么能流传甚广并且源远流长，我看

到过一个很好的解释：“因为他的歌和我生命中最美好、

最致命的岁月连在一起。”罗大佑的音乐，已经溶解在听

着他歌长大的那一批人的血液中：“在内地，特别在北

京，罗大佑具有文化偶像与青春代言的地位”。应当还有

在我身边的叔叔阿姨们，有一些去过 2000 年罗大佑在上

海的第一场演唱会，有评论者把它的独特性总结为“这

是一次成年人关于青春与梦想的集体记忆。”

《恋曲 1980》《恋曲 1990》《恋曲 2000》，听了这几首

歌，“可以约略明白感情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三支恋曲分

别是他 20 多岁、30 多岁、40 多岁时的作品，曲调没变，很

上口的小调，词在变，对爱的理解、体会、心境完全不同

了。”罗大佑写情歌的确是一把好手，上面列举的三首歌

就是最好的体现，爱情、生命和青春是罗大佑作品中三

大永恒的主题，每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拥有千姿百

态的人生，这三项，却依旧是永不变迁的主旋律。罗大佑

在这三方面，数爱情最为拿手，他的情歌没有半点肤浅

的无病呻吟或在乐坛广为存在的媚俗，还记得他最早的

那首《风儿你轻轻地吹》吗？朴实无华，简单明了的寥寥

数语，却依旧能直直的让歌迷进入意境，感受到爱的深

沉所带来的困惑与痛苦。

在罗大佑的情歌中，有对炽热的爱和执着信念的深

深渴望，有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也有着数之不尽的扼腕

叹息。正是将自己的情深意切毫无半点隐瞒与顾忌流于

笔尖，才打动了无数本不相信“情”的人。

罗大佑写情歌一绝，什么是他灵感的来源呢？陈淑

桦曾戏言道：“罗大佑身边靓女几多你唔知咩？”玩笑归

玩笑，但是罗大佑确实是性情中人。他早年对于歌坛的

叛逆以及对于台湾媒体毫不妥协的抗争态度也可见出

端倪，只有这样一腔热血、血气方刚的人才是活的最真

实的人，才能写出最真情的歌。罗大佑曾经说：“以前我

遭受他人批评，现在则了解自己对生命的价值观，更了

解许多问题可以用时间来解决，只要做得正确，时间会

证明一切。

所有美好
都藏于时间的缝隙里
——读《我爱这热闹的生活》

张洁

世上的果子
世上的人
作者：秀英奶奶、吕永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 9月
内容简介；

本书由一位农村出身且只读过

一 年 半 小 学 的 秀 英 奶 奶 写 作 并 绘

图。在秀英奶奶的记忆里，总有一些

旧人、旧事萦绕，常常念叨、叹息而

无法释怀，在儿子和儿媳的建议和

帮助之下，她再次用笔，将搁在心头

的絮语用文字和绘画表达出来。内

蒙 古 特 有 的 植 物 和 身 边 的 亲 友 故

人，从她不愿放手的记忆里走出来，互相交织，勾勒出内蒙古河套平原六十

多年来的生态和历史。果子和人相照映，留下生命的鲜活印记。可以说，这是

一部平民史，是一个普通劳动者见证的她所归属的群体的集体命运。

我看见无数的她
作者：张莉 著
出版社：后浪文学
出版时间：2022年 11月
内容简介：

当耳熟能详的故事用女性视角

重新讲述，会发生什么变化？30 个夜

晚，张莉老师和女孩们开始了阅读

和观看的冒险。书的第一部分，介绍

何为“女性文学”，用作家纪念碑的

形式标记了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

历程，一直聊到今天的女性写作，为

理解女性文学奠定了基础。第二部

分，用女性视角重新解读大众熟悉

的 20 部文学和电影。它们是一些经

典的、大众的、传统的、流行的故事，

也并非全部出自女性创作者、或是

女性主义作品，但透过女性视角，故

事被开拓出更深邃的空间，那些被

忽 视 的 女 性 和 弱 势 者 的 命 运 被 看

见、被关注。

底线
作者：费慧君，李晓亮，龙文辉 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 10月
内容简介：

电视剧《底线》同名小说，一部

以新时代人民法官为创作原型的法

治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力作。主

人公星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方

远，与榕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

副庭长宋羽霏同为星城区人民法院

副院长张伟民的徒弟，师徒三人在

各 自 的 岗 位 上 挥 洒 着 青 春 与 热 血

……作品讲述了三代法院人在一宗

宗案件中，发扬法院传帮带的优良

传统，坚守司法、道德、人性的底线

的故事，整体展现了新时代中国法

官的精神风貌。

我自小生长在乡村，困囿于田

间，只知道池塘小河等小天地。未

接触到书籍时，心中简单得很，而

当翻开书籍后，看见了更为广阔的

世界，随着知识的积累，内心变得

更丰富了。

初识课本，便在周恩来“为中

华之崛起而努力读书”的远大志向

里，锁定着自己远行的目标。鲁迅

三味书屋里课桌上的“早”字，透过

文字的镌刻，鼓舞着自己在书海里

畅游的稚嫩之心。于是，书籍里的

文字如涓涓细流，滋润着我渴求知

识的心苗。那一本本书籍恰似一扇

门，门外是更为广阔的世界，不断

阅读的过程中，书籍带着我走出乡

村，走向海阔天空。

父亲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记

得小时候家里时常会有《三国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刚

上小学的我，识字不多，这些名著里

的生僻字太多，我读起来十分费力。

不过，书里的插图倒是给我新奇的

感受，让我对那些文言文语言的抗

拒变成喜欢。在磕磕绊绊的阅读中，

古代战争硝烟的浓烈、金戈铁马的

威凛，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壮，都如画

卷般徐徐展开，更宛似鲜活的场景

在我的头脑里，演绎着生动画面。那

些譬如《岳飞传》《杨家将》等书籍与

收音机里的评书演播，我更为欣喜。

文字与语音的相互交替，带我进入

波澜壮阔的历史，是书籍给了我时

间上的回溯，是阅读让我认识到更

为广大的世界。

历史在书籍里浓缩成一个个故

事，英雄在文字里闪着金光，无论是

正史书籍的论道还是野史传说中的

趣闻，拓展着我的眼界、思维与遐

想。李白斗酒诗百篇的雄浑，王维的

远看山有色清雅，陶渊明悠然见南

山的恬淡，张志和桃花流水鳜鱼肥

的闲情，用文字折射出熠熠光辉，给

予我无限的精神力量。

书中海纳万千，中外繁华常存：

孔子三千子弟坐而论道，蒲松龄鬼

灵精怪说人事，成吉思汗弯弓射大

雕在战场厮杀，还有张衡地动山摇

仪器可知。此外，爱因斯坦面对宇宙

的精准计算，霍金数学、天文超远模

拟的完美架构，哥白尼天体学说的

生命奉献，都在阅读的过程中，生动

地讲述着尘世间最为光辉的篇章。

书籍为我开启着知识的门扉，心境

也同时自然而然地不拘泥于狭小空

间，纵横在书籍的海洋中。

我知道，没有苦读，就无法学得

书籍中的珍宝予为己用，没有饱读，

就无法用知识充实自己，就不能让自

己的理想化作丰满的现实。如今，走

出乡村，我的世界比小时候不知道宽

广了多少，是书籍让我走上追求理想

天地的坦途。与书为伍，注定会是我

余生里最为惬意的一件事了。

《十八洞村》是主旋律农村题材电影，聚焦于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导演用诗意温情的镜

头，将十八洞村最自然美丽的风景展现在观众面

前 ，诗 意 盎 然 地 讲 述 了 生 命 的 尊 严 。所 谓“ 诗 意

性”，是指电影到达诗歌所能传达的思想和感情。

电影《十八洞村》便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东方艺术美

的诗意化特质，将一切情感和主题的传达都在诗

意镜头中缓慢流露。

诗中之景

影片以“雄鸡打鸣”的田园景象拉开了一天的

序幕，铅灰色的村寨与云雾缭绕的深山构成了田园

牧歌的第一行诗句。山峦起伏连绵，层层梯田镶嵌

在碧绿的大山中，湘西独特的民居建筑映入眼帘。

这些画面的组合都符合传统美学韵味，给人以舒适

的视觉体验。公鸡报晓、蛙声相连，缓慢的生活节奏

无一例外的用心诠释着这个诗意世界。

影片的诗意性还在于与情的交融，因此电影

中人物的悲欢，导演皆以景物进行呈现。如杨叔被

精准识别为贫困户时，杨叔便到田地拔秧以泄心

中之“愤”，酒坛上早已不红的红字、漫无边际的稻

田和影片前半部灰暗的基调，都从侧面映射了杨

家生活的贫困和杨叔心中的抑郁。但在实现精神

的脱贫和探索到致富的道路后，重新张贴的对联

和酒缸上鲜艳的红字以及越发青翠的群山和梯

田，是对人们欢愉心情的另一种描述。

诗中之人

除了作品中景物展现的诗意性外，人物形象

的塑造也体现了创作者的“诗人”气质。在十八洞

村这样的天然环境中，十八洞村的村民有着贴近

自然的淳朴天性。这种蓬勃的自然人性的描绘，是

尊重人性本相的朴素表达。

杨英俊本可以成为石油工人，但仍旧选择回

到十八洞村以种田为生，守护他的家庭。他说：“她

们离不得我，我更离不得她们。”这是深入他骨髓

之中的责任意识。村寨里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

工，为了不荒废田地，他就帮别人家插秧打理。等

到过年回家，所有人都到他家拿米吃。这既是个人

的奉献情怀，也是乡民之间的信任，更是一种“诗

化”人情美的体现。

诗中之情

“敬重天地。孝敬父母。尊重生灵。平等待人。

爱惜庄稼。量进不能多，量出不能少。跛子问路不

要歪指乱答，瞎子问路不要歪答乱带。不能放火烧

森林。不能拿刀刮树皮。晴天不要骂晴，雨天不要

咒雨。”从杨英连所说的村规中，便可以察觉到一

种乡土式的朴实，这是一种城市中逐渐缺失的文

化精神。连“绝交酒”都是一种单纯的、非复杂化的

情感。这种没有过多物质干扰的情感，蕴含着一股

最天然原始的温情。他们在情感上是真挚而不掺

杂物质的，在艰苦的压迫下他们坚强地活着，即使

生活残酷，他们仍然可以以最诚挚的人性去实现

最温柔的感情交往。

电影中的十八洞村展现的湘西，是苗月导演所

要传达的一种别于世俗的“诗性语言”。在她诗意的

镜头语言下，十八洞村犹如世外桃源，拥有最清明的

自然风光，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拥有着最直接、清澈的

人性。电影用一种含情脉脉的方式，讲述了普通人的

故事，书写出一首极具情怀的田园牧歌。

罗
大
佑
的
经
典

吴
婷

乐评

悦读

“哈哈哈，哈哈哈……”周末，

我捧着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在沙发

上看着，不时大笑。我家先生好奇

地围过来：“你在看什么书啊？这样

开心。”是的，在他眼里，我看书的

场景经常有，看得忍不住哈哈大笑

的场景可不常有，多数是默默不

语，有时还泪眼朦胧。

这是作家叶广芩一本写日常

生活的散文集，语言风趣幽默，显

得十分琐碎而真实。这本书中，占

据篇幅最大的是《琢玉记》，几乎占

据了全书一半以上的内容。叶广芩

在这里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母亲形

象，她爱她的女儿，也为她操碎了

心。她有无奈的时候，也有被气哭

的时候，但她说：“所有美好都藏于

时间的缝隙里，让生活变成了有光

照进来的地方。”

叶广芩笔下的女儿顾大玉，从

小调皮捣蛋不爱学习，完全不按父

辈的想法生活。她和爷爷、父母生

活在一起，“战争”不断。当然，事

实上，顾大玉最后念到了博士毕

业。所以，一个人的人生是充满着

变化和未知的。叶老师说，18 岁之

前一个人的状态或表现，并不能决

定他后面的人生就完全定型了。作

为父母，心态应该开放一些，人生

是个马拉松，不要拘泥孩子一时的

表现。只要大树主干不出现问题，

那些细枝末叶就不必太过计较了。

书中描写的顾家老爷子，90多

岁了，像是一个固执、有趣的“老小

孩”，贡献了很多笑料。这里面有爷

爷对孙女的无尽疼爱，还有祖孙之

间“战争”故事。很多的家庭里，或

许都有这样的一个老人。几代人之

间存在着思想观念的差异，也有生

活习惯上的不同，要处理好彼此的

关系，关键是要多一些尊重和理

解，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读起来

很受启发。

而叶老师的丈夫顾明耀，则像

一个抽离的“第三方”，他没有直接

出现在故事中，而是站在一个相对

客观的角度，理性讲述他们在教育

孩子上存在的问题，怎样会是一个

更好的方法。他客观冷静的分析，细

细品来，很多都有道理，例如，他说，

父母的性格脾气，必然会部分地、或

者完全地遗传给子女。所以，作为父

母，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成长经历予

以觉察和反思；对待孩子，我们需要

严格，但不能把标准定得过高，脱离

现实；不能一味的说教，或单纯的指

责批评孩子，而是要多一些鼓励，让

孩子看到光明，有信心。

我想，我实在是应该早一点读

到这本书。如果早一点读到，在教

育孩子的路上，我就不会这样焦

虑，不会这样抓狂了。在每个母亲

眼里，都期待自己的孩子非凡卓

越，可非凡的何其少，多数终究是

普通平凡的那一个。可是，我们能

接受自己的平凡，却要用更多的时

间去面对自己的孩子只是个普通

人这一事实。

很庆幸还是看到了《琢玉记》，

叶老师的书告诉了我，生活里面有

很多智慧，不妨慢慢学，去发现那

些藏在时间缝隙里的美好，不着

急，终究岁月会给出答案。

读书
让我的世界海阔天空

陈裕

好书推荐

吟唱在乡间的田园牧歌
——《十八洞村》中的诗意现实主义

邓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