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住在我的村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春天住在我的村庄》

13位ISBN编号：9787532868100

10位ISBN编号：7532868109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

作者：厉彦林

页数：19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春天住在我的村庄》

前言

　　“春天住在我的村庄”，这是一句多么清新、素朴而内涵深厚的诗。它又是全书精当、简练、画
龙点睛的引子；同时，从一定意义上说，又大致能够概括这部散文集的风格。 其实在这以前，我就读
过彦林同志的许多散文，应该说是相当熟悉的了。我早有此感觉：他的散文作品几乎从一开始就呈现
出鲜明的创作风格。 仅就这一方面而言，就应当说是非常难得的。我本不想在不同路数、不同风格的
散文之间进行比较，但在当前庞大的散文产出中看到数量不少的类型化、“公众模式化”作品比比皆
是的势头下，我又实在不能不对有特色、风格鲜明的可贵出现表示由衷的赞赏。而彦林同志的这些以
写乡情生活为主体的散文作品确是当前应当受到欢呼的突出典型之一。 虽然，我们也看到，关注农村
（或追忆农村生活）、重于乡情的散文作品现在和以前也并非个别，其中有的也不失为上乘之作，但
值得重视的是，彦林的乡情散文确有自己的独特视角、独特感受、独特的表达方式。而且他绝不是以
旁观欣赏者的角色出现，更不是那种冷眼搜寻者觅踪猎俗地记录文字，而是对淳朴的乡情、可亲的人
物乃至给予祖辈和自己赖以生存的热土抱有爱之不尽的融融纯情与深深的敬意。作者的这种爱意和深
情延及母亲般的土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乃至整个大自然。给读者的感觉，这一切就是生命之根、
水乳之源。更深刻的是，他是以离开乡村在都市生活多年的大地之子的身份，却保有对那片土地不断
的根系，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重新感受乡亲、重新审视这里的一切，由此便提升至一个更高的人性和
关学的层面。并且又主要不是以纯理性的文字而是具象的语言传达出来的。说到彦林散文的语言，我
觉得其出色之处在于具象中的诗性，虽生活化而不见杂。他提炼得极好，却不使其干巴得只有筋骨，
而是有筋骨又有肌肉，肌肉在外而筋骨在其中。这种本质的把握与调控是很不容易的：它需要作者内
在的美学选择、丰富与锐敏的观察、圆润地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夫。“无数条小路，蜿蜿蜒蜒地钻进村
子。路边是大小不一的田地．茂密的庄稼尽情享受春天的阳光和春风的宠爱。麦秆粗壮，麦叶翠绿，
就像擦了一层油，光亮亮的。小麦在风中你推我搡，正忙着蹿个和灌浆，远看似碧绿的波涛、飘动的
绿绸缎一般，走近细听仿佛正在窃窃私语，诉说沉睡了一冬的秘密和相互攀结、齐步成长的故事。”
（《春天住在我的村庄》）类似的例子在他的散文中可以说是信手拈来，读起来从无刻意为之的感觉
，而是自然天成，这说明作者在观察与感受中已经形成了“内部语言”，只待付诸文字了。不言而喻
，这当然取决于一种感情、一种修养、一种功力。 众所周知，彦林同志同时是一位风格独特的诗人，
他的散文语言的锤炼功夫无疑与对诗的悟性有很大关系。譬如说，他的散文虽十分具象而不冗长，虽
不乏细节但极其俭省，以精当到位为宜，等等。但他的散文仍然是散文，而且最富于散文的特征，极
少有将诗的形态直接引入散文的情况。本来，他的诗作中也很善于抒情，而他的散文虽也富有抒情性
，却基本上是在对具象生活的描写和感受中“注入”了抒情的意味。这样才能造成他的散文具有丰富
性与抒情性、生活化与诗质高度和谐之所长，“奥妙”可能就在这里。 还应提到，读彦林的散文，另
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它的完整性，显得浓密结实却又疏密相间、错落有致。读罢总的感觉是一个圆，
而不是那种拉拉杂杂的东一锄头西一耙，最后的感觉是没有“型”。我们常听到的说法是：散文是一
种最自由的文体，有很大的随意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许没有错；但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
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散文也需要起码的规范，不是可以随意挥写的。从表面上它的确比较自由，但
内在的章法还是要有所讲究的。我之所以说彦林的散文都有相当的完整性，读起来是一个“ 圆”的感
觉，就是因为他有意无意地遵循着必要的规范和一定的章法。譬如他的《享受春雨》就是循着一条清
晰的思路进入了春雨的情境：“也许是刚经历了冬天太多的郁闷和压抑，也许是寒风、残雪在记忆的
底片上留下太多的沧桑与悲凉，万物掐灭生命的色彩，关闭生命的声音，孤独地萧条着，沉默着。一
夜微风，唤醒早春三月黎明的呼吸，也吹来了北方第一场春雨”⋯ ⋯随后就是几个骤然的“点”：春
雨对人心绪的过滤；春雨贵如油；春雨又是会说会笑的精灵，等等。虽也浮想联翩，但均未逸出心灵
中春雨的规范。 由此可见，散文必要的规范，首先是内在所欲表达的那块生活与灵性的天地，如此才
能自如地驱策外在章法的营构。而片面地、不加分析地强调散文的自由和随意性，过度了就是一种误
导，势必在初学者中造成散文最容易写、怎么写都是散文之弊端。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彦林的散文既
是比较传统的，又具有很新的创新意识。“与时俱进”，用在文学创作上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他的
尊重传统，首先是合理地坚持与吸取传统思想、道德乃至风习中的优秀的东西，这也就是他乡情散文
的根基所在。再就是正确运用古典的和现当代文学中经过淘滤的精髓与表现手段，来反映他钟爱的生
活和思想感情。然而，他绝不一味泥古，也不从众履今，而始终坚守以自己的悟性、自己对生活的理
解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式。如他的散文既明丽又含蓄，另一方面又分明拒绝晦涩与 “灰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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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住在我的村庄》

当然是视生活细节（尤其是他所钟爱的乡村生活）如珠玑，但他绝不乱摆琐碎的生活杂货摊，更对当
前某些所谓写生活散文无意义的“过程化”尽量规避之；他的散文语言中有不少诗性成分乃至通感、
转意、借喻等等，增强了语言的活性与张力。但它们确是浑然一体，并无零碎堆砌之感。 也就是说，
他旨在求新创作，而又避免当下散文中那种以怪为新式、以看不明白为新的倾向。 一个作家清醒的“
定力”是至可宝贵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形成独具风格的散文作品在当前铺天盖地的散文产出中尤
其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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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住在我的村庄》

内容概要

《春天住在我的村庄》是厉彦林先生的散文集。
    《春天住在我的村庄》收录了《沙土路》、《清淡的槐花香》、《山林
记趣》、《院中那棵老槐树》、《煤油灯》、《沂蒙地瓜》、《回家过年》
、《电视节目》、《露天电影》、《炊烟袅袅》、《择邻乡村》、《挽留村
庄》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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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厉彦林，山东莒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出版过诗集《都市庄稼人》《灼热乡
情》等。作品曾获全国第三届田园诗大赛一等奖和冰心散文奖等，被《中国新乡土诗三十家》《世界
华人诗存》《散文选刊》《青年文摘》《读者》等收录。坚信岁月是人生的段落和章节，真情是文学
的乳汁和灵魂，在文字排列中关注历史、思考社会、感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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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可贵的是独特而隽永的创作风格乡情凝重永恒春天住在我的村庄聆听春天的脚步乡村情结享受
春雨夏雨中的山村乡间秋雨故乡那条弯弯的小河乡村货郎旱烟袋沙土路清淡的槐花香山林记趣 院中那
棵老槐树煤油灯沂蒙地瓜回家过年 电视节目露天电影炊烟袅袅择邻乡村挽留村庄亲情刻骨铭心回家吃
顿娘做的饭凝望娘的满头白发赤脚走在田野上家训种萝卜布鞋石磨祖孙四代求学梦父爱安琪儿的微笑
青春岁牵挂是福春燕归来怀念我家那条老黄狗腊梅花开的声音狗尾巴草戒指爱情形态婚姻模式l真情深
邃高尚风雨荷塘青石小巷我盼拥有一捧土“蒙山特产”沂蒙山小调走近孟良崮沂蒙红嫂“偷菜”，都
市人的庄园情结乡下老家的菜园子无名山北坡那片菜园地家有半分菜园中国春节跋——阅读，因你而
精彩方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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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上任何人，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离开家乡久了，就不知不觉地思故乡、忆故乡。“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每当吟读贺知章这首著名
的古诗，朝着家乡的方向，举头凝望家乡时，家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儿。但闭上眼睛，脑海里总
会重现记忆中的那个故乡。那村庄，那炊烟，那庄稼，那黄牛，那杨柳，那晚霞，那一切一切⋯⋯仿
佛是生命的一部分，难割难舍。 我的家乡在古老的沂蒙山区，村庄四周是驼背山、鸡鸣山、柴虎山，
三座山自然构成弧形扇面，像几双大手护卫着我的村庄。村落就端坐在三山相倚的一块丘陵之上，土
质不肥沃但也不贫瘠。春天来了，村庄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坐在绿荫之中，仔细品味庄稼和野花的芳
香，像位慈眉善目、安祥知足的老人，宁静淡泊，无忧无虑，细细咀嚼着山乡的沧桑历史，做着甜美
的梦想。 春天的村庄，隐藏在刚刚冒芽的树木丛中，从远处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只觉得它像一幅淡
淡的水粉画，透出几分朦胧、神秘和素雅。房前屋后，那椿树、槐树、杨树、楝树、梧桐树，稀稀疏
疏，比赛似的在成长。农家有种树、栽树的习惯，这树长大了既可以做家具，或者卖钱，还可美化、
绿化庭院，预示着家境兴旺。树多了，就自然遮住了村庄。有的树老了，筋骨苍虬，枝干上爬满岁月
的伤痕和鸟巢。刚栽的小树纤细柔弱，就躲在大树谦让出的空隙间，努力地伸展自己细长娇嫩的枝叶
。大树、小树和和睦睦，互映成趣。 无数条的小路，蜿蜿蜒蜒地钻进村子。路边是大小不一的田地，
茂密的庄稼尽情享受春天的阳光和春风的宠爱。麦秆粗壮，麦叶翠绿，就像擦了一层油，光亮亮的，
小麦在风中你推我搡，正忙着蹿个和灌浆，远看似碧绿的波涛、飘动的绿绸缎一般，走近细听仿佛正
在窃窃私语，诉说沉睡了一冬的秘密和相互攀结、齐步成长的故事。黄色的油菜花，身披暖洋洋的阳
光，跳着舞蹈。那辛勤的蜜蜂穿行其间，忙着采花酿蜜，一会工夫两个前爪上就沾满了黄嘟嘟的花粉
，那抖动的翅膀搅起淡淡清香，沁人心脾，如同喝了花蜜一样。那茵茵的青草，就像刚刚舒展开的绿
地毯，铺满了河边、田头、路边，一直蔓延到庄稼地边和村头的菜园。田野里一顶顶草帽或苇笠在浮
动，乡亲们正忙着间苗或除草。路边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着，透出斑驳的光影，这时在树下无论是
站着还是坐着，都会感到格外惬意。路旁，那放羊的老人，坐在树下的蓑衣上，嘴里含着一根长长的
旱烟袋，哼着吕剧或自编的小曲，眯缝着眼，凝望着天上飘动的浮云和飞翔的布谷鸟，不时用眼角哨
着在河滩或荒坡上啃草的羊群，神态自如，悠然自得。 靠近村庄，路两边是大大小小、方方正正的菜
园。仔细地瞅瞅，什么黄瓜、青椒、芫荽、韭菜、豆角、香葱、茄子，各种蔬菜应有尽有，青、红、
黄、绿、白五颜六色，七彩纷呈，有嫩有老，有圆有长，或密集地长在地上，或稀疏地挂在藤架上。
农家种菜使得都是沤过的猪粪、牛粪、鸡粪等农家肥，长了虫子也不打农药，多在清晨用手捉着喂鸡
了。因而那菜纯正，无污染，颜色好，味道好，更有营养，称得上是绿色产品。仔细观察，你就会发
现一个秘密，各家各户的菜园之间没有篱笆和围墙，那菜长得无忧无虑，常常把枝蔓伸到邻居家的菜
地里。谁家来了尊贵的客人，或者是菜接济不上了，只要说一声，就可跑到邻居的菜园里去采摘。谁
家的菜被别人家要去得多，说明这家种菜的手艺好，人缘也好。 春雨中的村庄异常美丽漂亮。灰蒙蒙
的雨雾，隐隐地遮住每一栋房舍，村庄就像一位披着彩纱、含着几分羞涩的村姑。走进村庄，那泥土
、青草、庄稼和牛马粪味混杂在一起，竟让人特别坦然和舒服。村里的路不宽，就是平常的沙土路，
本来是平整的，已被来往穿梭的拖拉机、独轮车、三轮车、轿车、自行车碾压得坑坑洼洼。一下雨，
路上的人就自然多起来，大人们跑着去田里堵水灌地；放学的孩子顶着书包或披着蓑衣往家跑，不小
心一个四仰八叉摔倒在路上，那黄泥汤溅了满屁股，书本也甩了满地。孩子一边哇哇地哭着，一边赶
忙收拾散落的书本、橡皮和铅笔。那样子，透出几分憨厚与可爱、几分纯朴与拙笨。母亲呼喊孩子的
声音，在湿润的空气中回荡，震落树上的水珠。那水珠“咕咚”一声落下，钻人你脖子，凉凉的，爽
爽的，舒服极了。 家家都用青石头或灰砖头垒个院墙，盖个门楼，门上过年贴的对联仍然鲜红，祝福
、喜庆的吉祥话依然十分清晰。推开院门，迎面是堂屋，东西两边是侧房。堂屋是主人接待客人和住
的地方，侧房多是存放粮食、家具和做饭的地方。多数人家在院子当中留点地皮，刨得深深的，整平
，调出畦子，栽种上一些常吃的蔬菜，来客人、下雨天、大忙时都能应急。许多家庭还在院子里栽上
一些月季、牡丹、海棠、山杜鹃、桅子花和各种草本、木本的山野花。春天来了，花儿们争相开放，
农家小院增添了几道风景和些许的乐趣。庭院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压水井。各家用水泥和砖头垒砌个水
池子，那水有用铁棍手压的，也有用小电机抽的。离水池不远处，大都栽着苹果、山楂、梨、杏等果
树，有的栽着笨槐树，或者搭个葡萄架、丝瓜架。用井里刚打上来的凉水泼泼院子，浇浇花和树木，
霎时院子里凉爽湿润了许多。到了夏天，山区的太阳毒辣辣的，中午一家人可以坐在树下或丝瓜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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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晚上这架下格外清凉，就放一张竹床或麦秸编的草苫子，大人们一边谈论着村上老掉牙的奇闻
轶事和家常里短的琐碎事，一边摇着蒲扇，为睡着的孩子驱赶蚊子。即使整夜睡在这架下，也不会被
露水打湿，伤着身子骨。根根的丝瓜挂在架上，在风中摆动，几天的工夫就长大了。那丝瓜可是一道
好菜，用笨鸡蛋一炒，味道十分鲜美。　　⋯⋯

Page 8



《春天住在我的村庄》

编辑推荐

　　“春天住在我的村庄”，这是一句多么清新、素朴而内涵深厚的诗。它又是全书精当、简练、画
龙点睛的引子；同时，从一定意义上说，又大致能够概括《春天住在我的村庄》的风格。　　作者厉
彦林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出版过诗集《都市庄稼人》《灼热乡情》等。作品曾获全
国第三届田园诗大赛一等奖和冰心散文奖等，被《中国新乡土诗三十家》《世界华人诗存》《散文选
刊》《青年文摘》《读者》等收录。坚信岁月是人生的段落和章节，真情是文学的乳汁和灵魂，在文
字排列中关注历史、思考社会、感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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