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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诗歌·便条集》

内容概要

收入于坚在1996～1999年间创作的诗歌214首，配有40余幅插图，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人以全新的感觉。
“便条集”是指作者以便条格式创作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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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诗歌·便条集》

精彩短评

1、其实我更喜欢这样的随意性和灵感性，应该说这是诗歌灵感的坯子。
2、朋友送的，很棒。
3、给我感觉是第一次有整本诗集打动我
4、辛辣的唐辛子,呛得人掉眼泪却不置可否
5、读的不是这版
6、小本，有图，云南诗人，市井诗歌。当年不时翻翻。现在觉得一般。
7、买了2本，一本给亮亮，开本小了，诗也一般，真正好的就几个，图片也不行。失望之书。
8、语感倒是其次的，我喜欢诗中如此近在眼前的家乡的市井和世俗——虽则它偶尔让我抓狂。炸洋
芋、克哪点.....
9、特别喜欢，一棵树，和到黑暗中去。
10、形式高于内容
11、泥沙俱下 要的就是这种
12、俯拾间的意味深长。
13、@麦田、火车站 这个时候能看到触动内心的诗歌真是感激
14、三颗星给得也很勉强。诗歌很一般。
15、唉那時候我還不懂詩歌。
16、我读的是麦田书店出的再版。收录了《于坚集》中缺的两首。算是重读。于坚不会让人失望。
17、果然很“便条”，有些还可以，有些觉得没有美感没有意义，起码对于我这个读者而言
18、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他的很多首诗，我都觉得好想笑⋯⋯
19、自己玩的文字游戏，还挺好玩的。有些形容词很新奇。
20、多是词语的准砌和图景的构建，没有太多的真情。至少对我来说，没有共鸣。该不该继续他的《
彼何人斯》呢？
21、生怕别人不知道是诗人⋯⋯ps 乌鸦出现的次数太多了⋯⋯
22、这位写诗很一般 也许老夫武断 喜欢他一首叫飞行的诗 于坚拿到鲁迅文学奖不过诟病的多 些人所
谓的先锋诗只是下半身写作 废话连篇···
23、贴心的随身口袋之书啊
24、在与GRE鏖战之余，读些地道的汉语作品平衡下。哈。
25、一般
26、绝版很久了，可是文字闪光
27、很简短有力的当代体验
28、于坚大概是出诗集算多的诗人了，当年便条集的出现，也是为我这样鄙陋的文青提供了及时学习
的文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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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诗歌·便条集》

精彩书评

1、1月16日，诗人于坚老师的个人读诗会在文化巷的夏沫莲花酒吧举行。原定开始时间晚上八点半，
按照中国惯例推迟半个小时，于九点举行。我七点多到的酒吧，在等待的一小时内，读完了于坚老师
的《便条集》。老婆一如既往地嘲笑我的快餐式阅读速度，“就像狗熊扳包谷嘛! ”她说，但实际情
况是我这只狗熊是个背包客，并不是扳一个丢一个的白马狗熊。于老师的很多精彩诗句，已经收到包
里珍藏了. 最后晒晒最有感觉的几首，这里先晒晒对诗的感受。我一直觉得中国八九十年代的诗人们
，和六十年代的英国海盗电台的DJ们一样，有三分之一混在这个队伍里泡妞，有三分之一是因为生活
太他妈无聊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就像现在网.络、整·风下网络青年的状态），只有为数不多的那么一
小部分人，才是推动诗歌进步的真正主力，真正的诗人所占的比例，大概也就符合5%的法则。咱们的
云南同乡于老师，算是这5%里的一个。诗人很象古代的剑客，每天都在磨练自己手中的剑：诗人的剑
是文字，是意象。诗人需要离群索居的孤独来营造练剑的气场，需要淡泊名利的心灵来保持自己的洁
净，也需要走进生活，却用一种悲悯的胸怀来冷静地观察这个世界。当年听柴科夫斯基的《悲怆》时
，有人评价其中的第二乐章就像一个孤独的人走在热闹的舞会中，周围无比欢乐，但作者的视角却冷
静得近乎残酷，诗人就需要有这样的状态。至于那些嚷嚷诗歌受关注太少的其他所谓诗人，他们其实
不是诗人，写诗只是他们赚钱买房或是把文学女青年忽悠上床的瑞士军刀而已。很少读诗，更是第一
次读于老师的诗，于老师也算是位顶尖剑客，他没有象海子那样决绝，却也持续三十多年用自我风格
不断舞着剑花，这也证明坚持本身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所以名为“于坚”嘛！）现在读诗，已经不
会想去问“这首诗到底什么意思啊?”这样的问题了，因为我发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现代
艺术没有唯一的标准，有的只是作品和流派。一部部现代艺术作品就像是一个个电源插座，散发出自
己独特的气场，如果你在欣赏它时感觉自己被击中了，那么说明你和它对上了接头暗号。其实不光是
现代艺术作品，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如此，他们就像是《哈里波特》里霍格沃兹魔法学院的分院帽，
玩的就是对暗号。所以诗评乐评影评的核心价值，在于自己的情感感受是否能够打动阅读者。至于以
及其专业艰深的理论和词汇对艺术作品进行外科手术式分析的评论方式，除了在教育体系里有一定价
值之外，也就是供文联大院里的有些不创作，只评论的作家们不至于只是白领国家工资罢了。自己以
前的影评书评也有这臭毛病，一定要改：你又没拿国家工资，干嘛写出网络枪手般的感受呢？p.s. 李
欣频在《创意的十四堂课》里说，做广告行业的人一定要读诗。我觉得李老师第一应该还是希望别人
读的是自己写的书，第二位才到各种诗──但这个观点无疑是绝对正确的。只是现在做广告的情愿在
机场书店买几本叶茂中策划案，最多也就把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直接搬到楼盘广告上。你
要是问他凯鲁亚克是谁，他可能会反问你是不是凯迪拉克的老板⋯⋯──────────────
─────────在漫长的旅途中在漫长的旅途中我常常看见灯光在山岗或荒野出现有时它们一闪
而过有时老跟着我们像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穿过树林跳过水塘蓦然间 又出现在山岗那边这些黄的小星
使黑夜的大地显得温暖而亲切我真想叫车子停下朝着它们奔去我相信任何一盏灯光都会改变我的命运
此后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种风景但我只是望着这些灯光望着它们在黑暗的大地上一闪而过 一闪而过沉
默不语 我们的汽车飞驰黑洞洞的车厢中有人在我身旁熟睡（一九八六年十月）──────────
──剃光头的人 和大家一起坐在会议室里　　���������所有的人都看清楚了他的脑袋　　���������但他们都留着头发梳
成各式各样　　���������看不见他们的头只知道　　���������是王主任的发型　　���������是李科长的发型　　���������是小李的发型　
　���������是曼莉的发型　　���������剃光头的人是勇敢的　　���������因为他一根头发也没有　　���������还要和头发一起开会　　���������--
于坚《便条集，四》 ──────────────闹钟 不报告另一类的时间（略）其他大家自己
看吧。有喜欢的就买一本，支持一下。
2、四年前把《便条集》送人时还有那么点不舍，前几天在西安的打折书店又看到这书，买下，于是
有了这次重读。便条集的陆续发表似乎是在他名声大噪以后，某几条虽然注明了一九八几年作，但多
出题目，被括号架住放在编号之下，显然和其他＂便条＂不同，大约是已悔的旧作，在功成名就之后
的某次检阅时又感到了无怨无悔，被插回正在进行的＂便条集＂里。便条集，顾名思义，于坚可能是
想体验某种非专业化的更日常的写作状态，然而这是信手拈来还是守株待兔只有他自己知道。看着这
不断累加的编号，我似乎听到工厂车间的轰鸣，流水线上整齐排列的罐头抿住嘴唇静静等着，出厂前
被敲上一个日期。他似乎享受着数字绵延带来的帝国版图的幻觉。编号是为了放宽作家自我审查的尺
度吗？＂穿西装的男子/在秋天的公园拾起一片/红枫叶 他靠着一座亭子/试图像古代的平民那样自然/
梳洗罢 独倚望江楼/但他无法放松 他的爱人走上去/为他整整领带 于是他扔掉叶子 挺直/像一位总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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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诗歌·便条集》

签字后那样憋气/等着快门响起 几乎倒下＂。这首在集子里已算优秀，既保留着于坚式的嘲弄和冷笑
，又有即景速写的那一份萧洒利落，然而枫叶和领带之间简陋的二元对立终究缺乏批判的张力，比起
尚义街6号的肉感和作品X号的无所挂碍，此诗贫瘠得像一篇才华横溢的博客日志。如果此论叫人觉得
是求全责备，那么不妨看这两首：＂那些小说家都是/诗歌之蛹变成的/但在那些真正的蝴蝶中/没有小
说家＂以及＂像一只大胖子鸟 飞机/咣咚一声 撞在城市的肚子上/立即病狂地跑起来/仿佛在倾刻间/被
滑雪队录取了＂，依旧才华横溢，比喻扣人心弦，同时从博客滑向了饭否。剩下的更失败的作品就不
用再提了，从这几首已经可以看出便条集的由来：愤怒琐碎成牢骚，嘲讽空虚成调戏，于坚大叔知道
，只有把诗笺裁成便条才算践行黑格尔形式与内容必须通一的教诲。良莠不齐的背后，是松懈和殆惰
，是对难度的遗忘，对苦修的背叛，是功成名就和志得意满——原谅，这都是臆断；我过于失望了。
＂秋天的阳光越过昆明附近的高原/照耀着穆旦的大学/青云街和翠湖依旧遮蔽在乔木之中/在树枝下 避
暑的职工的学者同样空虚/在他们中间没有穆旦其人/在昆明以远的各站/也没有＂。这首诗，也在便条
集里。书里这样水平的，有却不多。要十分耐心地在这两百多叶没有题目只有编号的习作中苦苦寻找
，才找得回于坚。既然他生产诗集时计算了读者的耐性，那我读它时就不能不计算上定价了。四十页
彩图，性价比不错。
3、我知道这不是他最出色的诗歌。但是我知道这是他最随性的东西。这本小小的书。有他的一些图
片。第一张就是他坑坑洼洼的脸。216个便条。穿插着他5个小画集。是一些经过处理的照片。或者涂
鸦。他总是很幽默。他总是说一句暗暗让人心酸的话。他总是不声不响让你开怀大笑在别人莫名的眼
光里。但他本意不止这些，也不要这些。空旷的纸头上。他不过写了几个字。我却轻易看见温暖和微
笑。难道因为那圣经一样的大小。难道因为封面那个荆棘环。难道我们应该用昆明话读他的诗。
4、这本书我买了6本，2本自己留着，4本送了认为会喜欢的人。结果到最后6本都送出去，后来又去了
买了2本。书的体积很小，适合放在包里，烦闷的时候拿出来看。于坚也很市井，所以我喜欢他的文
字和睿智以及对生活的认知。他的摄影很烂，但是后期处理的不错，但敢拿出来示人也是大师可爱之
处从看到他的诗歌开始就开始买的所有的书，包括现在的新周刊以及其他几本杂志上有他文字的。这
本书的印刷很精美，后来于坚全集里的纸张和印刷工艺和他一样有一天如果于坚不写诗了，我不知道
还有谁的诗歌不装B。
5、作品第57号我和那些雄伟的山峰一起生活过许多年头那些山峰之外是鹰的领空它们使我和鹰更加接
近有一回我爬上岩石垒垒的山顶发现故乡只是一缕细细的炊烟无数高山在奥蓝的天底下汹涌面对千山
万谷 我一声大叫想听自己的回音 但它被风吹灭风吹过我 吹过千千万万山岗太阳失色 鹰翻落 山不动我
颤抖着巾紧发青的岩石就像一根被风刮弯的白草后来黑夜降临群峰像一群伟大的教父使我沉默 沿着一
条月光我走下高山我知道一条河流最深的所在我知道一座高山最险峻的地方我知道沉默的力量那些山
峰造成了我那些青铜器般的山峰使我永远对高处怀着一种初恋的激情使我永远喜欢默默地攀登喜欢大
气磅礴的风景在没有山岗的地方我也俯视着世界小时候爱上山，招呼伙伴骑车子去上那座小小的无名
的山，山下葬着李隆基，以通往主峰的直道为中轴，向东五里便是高力士墓，后来翻县志才知此山名
为金粟。前天上古代文学课无意间瞟到“金粟堆南木已拱”，忽然觉得异样，注释里说：指玄宗泰陵
，在今陕西蒲城县东北金粟山。木已拱：草木已长得两手合抱那样粗细。于是虚掩的记忆小门就兀自
敞开，任我往来。当初看书里说秦始皇南巡到南京，广埋金银以压制“金陵王气”，从老人们口中得
知山下所埋之人后每年我都叫唤着上山，膺急着想看看所谓王气。据《旧唐书》载：“玄宗常谒桥陵
，至金粟山，睹岗峦有龙盘凤翔之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后，宜葬此地。’宝应初，追述其志而置
山陵焉。”大概花了三四年时间我的小小腿脚才容许我爬到山顶，八岁还是九岁？我才第一次登顶。
其实山一点也不高，百度百科里说海拔716米，在我看来绝对高度应在300米左右。但是山势极佳，群
山连绵主峰拱出，所谓王气，不过如此。站在山顶，八面来风，雾气弥散，苍茫远望，甚至会觉得不
慷慨激昂一番都对不起良辰美景乐事赏心，让你不由自主的想些大而无边的事情。不过我还是喜欢稍
西一些的山头，它被叫做东山。风化过的山皮，人高的大石齐平方正宛如台阶，谁能拾级而上从容不
迫？躺在上面发呆有时候会很久，什么也不想，只是吹吹山风，当时当地说些什么出于我口入于你耳
，然后山风把一切吹散。山脚下还有些树，合抱的树我从来没见过，也许那是“忆昔开元全盛日”的
故事吧，或者“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树都是后来种的，初中生常去挖树坑，大大小小的领导
们握锨而立跟小树合影留念，这是泰陵一年中为数不多比较热闹的时候，其余时间里他是个安宁的地
方，可以散散步想些什么东西。地里有高大的石碑，“泰陵西界——蒲城县文物局一九八七年六月立
”，仅此而已，除非有人盗墓才会有很多警察跑来，可是过不了几天又会归于平静，再说盗墓也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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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诗歌·便条集》

年前的事了，何况盗的只是高力士墓。挖出来的不过是些陶器金湾之类，这座高大的小山跟地下的李
隆基一般寂寞。山下埋着什么宝贝？谁知道呢。不过据那些专家们“照常理推算”，泰陵应当有大量
唐文物，毕竟开元全盛就是大唐巅峰了。可我总疑心是否果然，开元是固全盛，天宝却颠沛离乱，好
不好还是未必之事。再说专家们又说技术不成熟，贸然开墓会毁了一些宝器。心想等你技术成熟了或
许都被别人偷光了吧？心爱之物总是让人踌躇，一言蔽之，这是自己的，而盗墓的则想这是别人的，
当然该出手时就出手。世事玄机，皆在此处，你是我的吗？许多事情自然暗中泾渭分明了。不过我见
过那个传说中的墓道口或者说盗墓口，碗口大小，深不可测，附耳近听仍是呼呼的风声，真是神奇。
有人说站在面朝峰顶站在山脚能感到脚下空洞回声四起宛如空山，言下之意这是绝世宝山。可是恕我
驽钝，从来没生出这些诡谲的感受，因为我知道上山的最大乐趣就在于攀上一无所有的峰顶，然后远
望两眼赶紧乘兴下山，别等双腿灌铅眼睛倦怠。“仁者乐山”，我喜欢上这小山，不过好像我也不怎
么仁诶，只是有些时候会很犹豫，山脚的石人石马从来不给我答案。我还是得独自回去，真没意思，
只是忽然想起了那座小山，想回去了。这些年说是搞旅游，山下多了好些房子，不过人还是很少。山
顶依然是个幽静所在，但山登绝顶之时又很难保持平静，这真是个悖论。他知道很多我的秘密，他会
静静替我保守，谁也不告诉。我和那座雄伟的小山一起经历过许多年头，他教我沉默教我独立教我冷
静他诱惑我上山，我跟他学习如何与世界相处学习在没有山岗的地方俯视世界，从我上不去到毫不费
力的上去。虽然我一直都学不会，我的确不是个好学生，可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见贤思齐神交心慕总
是没错。传说金粟山东边的卧虎山当年与华山比赛长个子，约定白天生长夜晚休憩。可是卧虎山夜里
悄悄长个，结果被魏征发觉，派尉迟恭用金简鞭打三下，然后就再也不长。从唐朝至今，卧虎山还是
那么低矮，否则他就和华山一般巍峨了。我常想金粟山又不曾与谁比赛犯规受罚，我都从一米高长到
了一米七三，他为什么不长呢？忽然觉得以上的文字是那么虚伪，莫非是所谓王气让语气变得虚空高
蹈？这不是个好借口。于坚的诗，看题目就知道出自《便条集》。初读很喜欢，不过在我狗尾貂续的
一段文字以及反复阅读之后发觉这诗也犯了虚空高蹈的毛病，并不耐读，好在文字不错，意思也不坏
，只是有些俗气了。“在没有山岗的地方/我也俯视着世界/”,还好能做到这点的人始终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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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于坚诗歌·便条集》的笔记-第26页

        日常生活的悲剧
在史诗中开始
于平庸中结束

2、《于坚诗歌·便条集》的笔记-第104页

        去年冬天在红河县
我在班车上看见
这个挂着腊肉的小县城
夜班车在空荡荡的老街上经过
我看见异乡人
躺在月亮下的故乡

3、《于坚诗歌·便条集》的笔记-第96页

        一架巨大的红钢琴
张开在怒江和高黎贡山之间

4、《于坚诗歌·便条集》的笔记-第22页

        她的诗歌在远方
种植在黑豹子农场

5、《于坚诗歌·便条集》的笔记-第5页

        七点档，有一丝悲哀，也有一丝无奈。

6、《于坚诗歌·便条集》的笔记-第9页

        万籁俱寂 花朵在树叶中升起
一张张圣洁的嘴唇打开了
朝向一切耳朵
但它们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把无言的嘴唇张开

7、《于坚诗歌·便条集》的笔记-第4页

        剃光头的人是

8、《于坚诗歌·便条集》的笔记-第34页

        他只知道正在喇叭里播送的南方民谣
是来自他遥远的故乡
那高高的高黎贡山中
他父亲和母亲挂在山坡上的苞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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