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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去疏林瑟瑟风，片云慵
懒过长空……”入夜，张隐生又
在反复推敲自己创作的诗，他觉
得还能更完美些。

南皮县大赵庄村有一个春
蕾诗社。这个乡村诗社成立于
2018年，到现在已经有7年时间
了。诗社现有 30多名成员，都是
当地的普通村民。

最高产的“诗人”

王华甦今年 81 岁了，耳聪
目明，声如洪钟，他是春蕾诗社
的第一任社长。

从诗社成立至今，他个人每
年创作诗歌有 700余首，是诗社
里最高产的诗人。这些诗都收录
在了诗社出版的诗集上。

他家的院子里种满了各种
蔬菜，他和老伴过着自给自足的
生活。

“我们村是个有深厚历史底
蕴的村庄，我的父亲是老师，从
小我就受他熏陶，梦想要振兴乡
村文化。”王华甦说。

十多年前，王华甦自己一个
人写诗，自己念给自己听，后来
院子里种上了 40畦菜，他就念
给蔬菜听。

不管寒暑，只要创作成功，
王华甦就拿着诗直奔院子里的
菜地，站着念，蹲着念，溜达着
念……一念就是一上午。

“我觉得我家的蔬菜比别人
家的蔬菜水灵，口感也相当不
错，这都是诗歌的魅力。”王华甦
笑着说。

闲暇的时候，王华甦还会把
诗社成员喊到家里来，大家把酒
言欢，吟诗作赋。

诗社成立之初，王华甦制订
了几条创作宗旨：歌颂中国共产
党的丰功伟绩，歌颂改革开放以
来家乡的巨变，歌颂祖国的锦绣
河山，歌颂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歌颂乡土民情。

成员们按照这个要求，每个
月都开展活动，把自己的作品发
送到诗社群里，做成美篇供亲朋
好友欣赏。

“因为我们是一群农民，手
里没什么钱，所以到现在为止，
诗社里只出版了一本诗集，有很
多作品都没有收录其中，还都是
手稿，要振兴乡村文化，还有一
段路要走。”王华甦说。

起初，王华甦把自己的作品
发到村上一个超市群里，他把每
个给他点赞并进行评论的人都记
下来，然后挨家挨户找到他们，问
他们有没有兴趣加入诗社。

就这样，诗社从最初的几个
人发展到现在 30多人。在诗社，
人们一起写写诗，唱唱歌，大家
精气神越来越好。

因为诗歌，王华甦觉得自己
越活越年轻了。

颠勺“颠”出
来的灵感

张隐生是诗社的成员之一，
今年 56岁，在南皮县城的一所

学校食堂做厨师。
每次做饭的时候，张隐生的

嘴里就开始念叨起来。他嘴里念
的正是他自己平时写的诗歌，他
在反复琢磨，到底怎样写才更加
完美。

“这辈子没当成文化人，索
性就找个文化气息最浓的地方
打工，顺道还能被熏陶一下。”张
隐生说。

学校食堂的工作时间比较
碎片化，从早饭开始到晚饭结
束，只有在炒菜的时候，张隐生
才能有一段不被打断的时光。

炒菜的这段时间，对张隐生
来说极为宝贵。勺子在锅里来回
碰撞，张隐生嘴里反复诵读着自
己写的诗句。

每一字每一句，随着他颠勺
的动作，充满了节奏感。

有时候，看着锅里翻动的蔬
菜，张隐生灵感闪现，立马就能
做出一首诗。做完饭，他就得赶
紧把作品写下来。等他写好后，
同事们就催着让他赶紧读出来
听听。

7年前，他在别人的推荐下加
入了“春蕾诗社”。加入诗社后，他
创作的热情高涨。

张隐生白天忙工作，晚上就
修改白天的诗句，常常是深更半
夜还坐在桌前推敲自己的作品。

张隐生喜欢读书，上学的时
候，读到高中就结束了学业。毕
业后他就开始四处打工，后来结
了婚，虽然担起了养家糊口的担
子，但是他从没有放下读书这件
事。

“县城图书馆的书几乎被我
借遍了，有的反复借过很多次。”
张隐生说。

历史、人文、科技、地理……
张隐生的阅读面越拓越宽，他的
创作灵感也越来越丰富。

每年寒暑假，张隐生还会带
着老母亲出门采风，回来的路上
把自己写的诗歌发到诗社的微

信群里，供大家品评。

集市上的“王
老诗”

王华新今年 56 岁，是大赵
庄村的村民，也是春蕾诗社的成
员之一。“王老诗”是集市上的同
行们送他的雅号。

王华新经营着一个小本买
卖，在集市上收鸽子卖鸽子。周
一到周五，他不固定地出现在南
皮县的各个集市上。

在王华新周遭摆摊的同行
们，非常期盼着能在集市上看见

他，因为他总会跟大家分享他的
诗歌。

“我是诗社里产量最低的，
一年最多写 300多首，别人的作
品都比我多，我是后加入诗社
的，还在不断学习中。”王华新
说。

有一次，在一个集市上，王
华新有两个星期没见到这个集
市上的同行了。

一开市，许久不见王华新的
人们，一下子围了过来，大家围
着他问，最近又写了什么诗，催
促他赶紧给大家念来听听。

来买鸽子的顾客，也常常加
入到欣赏诗歌的队伍里，一天下
来，光顾着讨论作品，王华新既

没有卖出鸽子去，也没收进鸽子
来。

王华新喜欢写诗，更喜欢别
人给他的诗挑毛病。

“每创作完一首诗，我都会
让诗社前辈们挑毛病，他们挑的
越多，我越开心。”王华新说。

诗社成员经常激烈讨论，王
华新就拿着小本子在一边认真
记录，等讨论结束，王华新就开
始对着做了密密麻麻笔记的小
本子修改自己的诗。

逐字逐句，平平仄仄，王华
新改得十分认真。

诗社里的诗友们经常聚会，
聚会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讨论
自己最近创作的作品，看看它们
是否符合诗歌的创作要领。

最近，王华新又有了新想
法，他想尝试创作现代诗歌，把
美好生活和诗歌融为一体。

爱旅行爱写诗

高志群今年 70 岁，最近他
又去云南昆明旅行了。他是春蕾
诗社的现任社长，他喜欢一边旅
行一边写诗。

高志群是南皮县大赵庄村
土生土长的农民。学生时代，高
志群是个文学青年，学业结束
后，为了谋生计，高志群把这份
文学梦埋藏在了内心深处。

十多年前，高志群的子女都
成家立业了，闲下来的他开始琢
磨着旅行写诗的事。

起初，他每天出门溜达，看
到小狗小猫，就会立即停下来写
上一首，看见乡村田间的风景也
要写上一首。

因为写诗，高志群经常耽误
正事。

家人让高志群出门买东西，
一出门他的脑袋不由自主地就
被诗歌占领了。高志群说，字、
词、句轮番在他脑中循环，一旦
想到精妙之处，无论他是否到达
了购物的目的地，他都会立马折
返，回到家中赶紧记下来。

就这样，买一趟东西，高志
群经常在半路上返回家，家人再
也不愿意把买东西的活交给他
了。

高志群喜欢李白，村里人也
把它称为“乡村版李白”。

“李白洒脱豪迈，一生看遍
名山大川，所到之处皆留下名
篇，我也喜欢旅行，更喜欢对着
大好河山即兴作诗，放声诵读。”
高志群说。

高志群有个习惯，不论走到
哪个城市，只要兴致上来，便对
着名山大川，对着河流峡谷，对
着名胜古迹吟诗作赋。

他不管旁边的人用异样的
眼神看他，也不怕成为别人手机
里的素材，只图一个痛快、尽兴。

有时候，身在异地旅行的
他会吸引一群天南海北的同道
中人，他们聚在一起，共同研习
诗歌的魅力。

“祖国的风景这么好，我们
的生活这么幸福，唯有写诗才能
表达我内心的这份感动与自
豪。”高志群说。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南皮县大赵庄村有个春蕾诗社，一群质朴的农民7年来写出了
10万余首诗歌——

庄稼人的“诗情画意”
本报记者 董芳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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