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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巨献 厂家销售 错过国庆 再等一年

焦作日报社主办

温馨提示：入场请扫码、测温、戴口罩。国庆三天车展活动，如有不便，敬请谅解。 广
告

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地址：市体育中心（解放东路与

山阳路交叉口附近老体育馆）
咨询电话：13903892238（付先生）

乐读《论语》
主讲人：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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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1)

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
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译文】
孔子说：“贤德啊，颜回！

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
巷里，别人都不堪忍受这样清
贫的生活，颜回学在其中而不
改其乐。真是贤德啊，颜回。”

【评析】
本章夫子赞扬颜回安贫乐

道的好学精神。
(1)箪：音ｄāｎ，指古代

盛饭用的一种圆形竹器。
本章的内容，直指儒家人

生哲学的核心问题——孔颜乐
处。何谓孔颜乐处？简单理解
就是夫子和颜回即使生活贫
困，也能保持一种乐观豁达的
人生态度，并在孜孜不倦的学
习中找到人生的方向和乐趣。
他们超然于富贵贫贱的现实之
上，认为生命中有着比之更重
要的理想，有着“仁以为己任”
的担当。

结合本章，探求孔颜之乐，
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学习之乐。夫子和
颜回都是毕生好学之人。夫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以至于
不知老年的来临。而孔门三千
弟子中，他首推颜回好学。颜
回不负所望，投桃报李，成为道
德学问最高的弟子。第二，人
格之乐。不降低自己的志向，
不辱没自己的身份，任何时候
都保持一种独立的人格和精神
的自由，同时肩负天下的使命，
行走在仁义的大道上，虽困难
重重，路途艰险，又何尝不是一
种豪迈之乐呢！第三，孔颜一
体。志同道合，教学相长，亦步
亦趋。品德上相似，追求上一
致。颜回正是夫子“可与共学，
可与适道，可与立，可与权”的
人，一起学习，一起论道，一起
依道而行，并能够权衡利弊有
所变通。彼此有了这样精神上
的知己，又怎么能够不快乐
呢？正因为孔颜一体的缘故，
所以颜回死后配享孔庙，被人
尊称为“复圣”。（第120期）

诗人是明启出了一本诗
集《是人是诗》，题目颇有意
味。诗集由中华古籍出版社
出版，封面红白映衬，设计甚
是精美，让人眼前一亮。

阅读是明启的诗，没有晦
涩难懂，没有语言的炫技。他
的诗写得很质朴，语言简单却
耐人寻味。诗歌的生命力在
于真性情，他也是这样写诗
的。

中国新诗有了近百年历
史，以胡适的《尝试集》白话诗
为首，诗歌的发展道路上，诗
人们一直坚持着新的探索。
诗歌走向低迷的时候，网络的
作用又把诗歌带进大众的视
野。我阅读是明启的诗歌，我
一直关注他诗歌的鲜活性。
他的诗大都是从生活中得来
的，有相当一部分是他读史书
后创作出来的诗歌作品。比
如《读史有感》《关于傅聪》《蔡
元培的另一面》《强大者》等，
都是他个人对阅读后的思
考。这些诗歌个性化的表达，
还原历史的真实，又能让我们
的阅读产生共鸣。

是明启所创作的诗歌是
口语诗。这些年来，口语诗
的繁荣，让诗歌又回到了当
下，回到了我们生存的现
场。可以这样说，离生活近
的诗，就是离读者近的诗，但
也不能让诗歌沦落到低下、
浅薄和庸俗。诗歌的高雅性
是不可忽视的，诗歌的艺术
特色永远是那些有文化底蕴
的文学作品。

从另一个角度看，诗歌是
发现的艺术。贵在诗人有一
颗敏感的心，能从司空见惯的
日常中看到诗意，把能触动人
心的美感捕捉到，把一些具有
审美价值的东西呈现出来。
是明启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
以他抓住了一首首诗，并完成
了它。比如他的诗《孙女跳
水》：浪花越大，玩得越欢/快
乐不会用语言表达/她哈哈大
笑，做各种开心的动作/在水
里的时间越长，胆量越大……
该诗把孙女玩水的画面表现
得栩栩如生，让读者在阅读过
程中内心能产生一种愉悦
感。众多诗歌的写作，都是他

对生活的观察，借诗歌的形
式，让我们看到他不一样的诗
意人生。

是明启在生活中是一个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人。他
虽然是一名主任医师，其工作
性质是非常繁忙的，但他能静
其心，在偷闲中借一首诗歇息
一下，给自己一分人生的诗
意。有人说过，不会休息的人
就不会好好工作。是明启写
诗，就是让自己能安静下来，
休息之余又得到了诗的收获，
一石二鸟的事情。再说，写诗
也是一种文化修养的积累，作
诗就是妙手偶得的一件事情。

著名诗人于坚说，他表达
的是基本的东西。诗人是明
启正是这样，基于生活中根本
的东西来走进诗歌。我们文
化的源头——《诗经》里的经
典之作，许多作品都是先民劳
动的时候，吟唱出来的艺术。
所以说，我们不能写那些象牙
塔里的东西，我们不能写那些
子虚乌有的东西。基于最基
本的东西，我们的写作才能有
效。

——读是明启诗集《是人是诗》有感
□麦 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