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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雪雪：：诗诗似似冰冰壶壶见见底底清清
文/片 本报记者 郭延冉

诗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诗？年逾七旬的莱芜诗人、歌词作家李雪认为，写诗就是要发时代变革之声，
抒忧国忧民之情，言民族复兴之志，扬文明道德之风。一个来自莱芜穷山沟里的农民娃，一名从事基层
文化宣传工作三十余年的老同志，秉执饱蘸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深爱之笔，为人民鼓与呼，为时代而歌
唱，一路高歌唱不休，诗潮澎湃唱风流，被誉为“莱芜的‘乔老爷’”、“不倦的歌者”。

文/翟世敏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读书可以

广智”，其实这也是父亲曾经对我的谆
谆教导。父亲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师范毕
业，也算得上那个时代饱读诗书的人
了，而且很早就是《长江文艺》等刊物的
作者和忠实读者。受父亲的影响，我从
小对书痴迷有加，喜欢的书不需要别人
强迫我去记忆、背诵，却能很自然地留
落在记忆中。

我业余时间喜欢看书，不过不喜
欢正襟危坐，因此床头就有了一大摞
书。想看的书信手拈来，或斜依床头，
或靠背而坐，无须咖啡，无须香茗，只
要投入均可读出一种极致——— 在静谧
的时刻，手捧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跟
随大师的足迹去踏遍祖国的大江南
北，领略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深深遗
憾和感慨着在山海关隆隆的车轮声中
消逝的诗人海子的生命，他在《圣经》
等诸多书籍的陪伴下，飞翔到那“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叹息着诗人
顾城在“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
用它去寻找光明”的呐喊声中去寻求
自己心中永久的光明……

苏轼说过这样的话：“发奋识遍天
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我无力读尽
人间之书，却也心向往之！踏入社会以
后，看的书不在少数，实难枚举。不过
最让我怀念的，还是课外读物极度贫
乏的学生时代。记得初中阶段，我对主
课丝毫不敢怠慢，对副课则不同。地理
课上老师在费尽口舌地讲，我却用课
本遮挡着小说或者报刊，痴痴迷迷地，
随着主人公命运的跌宕起伏，也悲也
喜，物我两忘。等到老师突然提问：讲
到哪里了？我才猛然从书中醒来，接下
来自然就是回答不上来的尴尬。

那时我也常扪心自问：这种举动
算不算对老师的不尊重呢？终究也没个
正经答案。后来答案终于在作家席慕容
的作品里找到。席慕容说：如果用上油
画课的时间去画国画的话，这仍然是个
好学生。席慕容的话是不折不扣针对我
而言的，于是心中释然！当然我也丝毫
不怀疑自己是个好学生，多次代表班级
参加不同级别的会考，也曾荣誉多多。
后来也就时常拿席慕容这句话给自己
搪塞和壮胆，也顺便冲减一下对地理老
师的内疚之情。

当时之所以胆大妄为地在课堂上
看课外书，主要还是因为当时能借来
一读的小说或报纸都是十分珍贵的，
一旦进入互相传阅的循环，必须日夜
兼程才能保证整体进度。有时晚自习
过后回到宿舍，匆匆忙忙洗刷完毕，就
迫不及待地趴在床上读上几页。雷打
不动的熄灯时间一到，寝室内即刻漆
黑一片，可是好不容易借来的书，归还
之前读不完总是心有不甘的，于是索
性把被子向上一拉，悄悄地地打开手
灯，静夜里就在这微弱而柔和的光亮
下，与一页又一页氤氲着油墨芳香的
文字缠缠绵绵，欲罢不能。

记忆犹深的是当年父亲学校订阅
的《参考消息》报，当时这份报纸正在
连载“杨虎城将军之死”，就这小小的
连载竟然把个青春年少的我迷得如痴
如狂，对那报纸抑或对英雄的崇拜绝
不亚于现在的追星一族。看到英雄在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层层骗局的包围
之下瞬间便惨死在了敌人的屠刀之
下，那份“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
会”的心情可见一斑。对这份连载经反
复阅读最后几乎倒背如流，对其迷恋
程度之深让我自己都惊讶不已。当时
文化生活极为贫乏，处于青春年少的
我也无星可追，因此，我常想，当年对
报刊迷恋的成分里，到底是我对文字
的喜爱抑或是对将军的崇拜之情？是
仅仅限于对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感兴
趣，还是另一种形式的追星呢？但有一
点是勿需置疑的，那就是我尤为强烈
的阅读欲望至此凸显，而后随着年龄
的增长越发强烈！

举凡读书者，都有喜好做记录的
习惯，我想我的阅读兴趣、喜欢写读书
札记的习惯也许就在这点点滴滴的阅
读中养成的，如今步入中年的我对此
仍“不思悔改”。现在除了看书我还喜
欢驻足一些文学网站等。因此我深感，
在书香中穿行，如悠然漫步且行且思，
其乐无穷！

“五年级时，我写了第
一首咏菊的七言诗，至今诗
歌创作有 5 0 多年了呢。”创
作记者登门拜访时，李雪翻
看 着 已 出 版 的 三 本 诗 集 和
一本杂文集回忆道。童年时
的李雪，何以早早地对诗词
情有独钟？“这还多亏了我
那爱讲童谣的祖母。”李雪
告诉记者，儿时祖母喜欢给
他讲儿歌，通俗风趣的民间
童 谣 给 了 他 对 诗 词 的 最 初
启蒙。中学时代的他，作文
写得十分出彩，曾在《济南
日报》和《大众日报》农村版
发表过六篇诗文。

李雪当过农民，当过煤
矿工人，任过矿务局专职新
闻干事、矿工报编辑记者、
医院党委宣传科长。他始终
把 诗 歌 创 作 当 作 自 己 生 命
的一部分。从 1 9 6 4 年至今，
在《人民日报》、《中国纪检
监察报》《中国煤炭报》《山
东 文 学 》等 报 刊 发 表 诗 歌
1000余首，评论1500余篇，新
闻稿件 2 0 0 0余件。文学作品
获全国、省、市级奖励3 6 0余
次，他是山东省作家协会会
员 、中 国 煤 矿 作 家 协 会 会
员、中国老年作家协会理。
他的个人小传和简介，还载
入 了《 中 国 时 代 文 艺 家 名
典》、《山东作家辞典》等大
型辞书。

翻看李雪出版的诗集，不
难发现，他的诗歌最大的特点
就是明朗通俗、清新质朴，毫无
晦涩之感。李雪认为，诗人是人
民的儿子，诗只有通向时代，才
能抒时代之强音，诗只有通向
人民，才能唱人民之心声。因
此，他极力用最通俗易懂的方
式，展现生活中最质朴、最真实
的东西，歌颂真善美，传递正能
量。正如著名诗人、歌词作家石
祥对他诗歌的评价———“诗似

冰壶见底清”。
李雪坚持“三贴近”创作原

则，主张诗歌“从稿纸上站起
来，走到群众中去，去唱去朗
诵”。他写的《我是共产党员，我
先上》等长篇朗诵诗，在《中国
纪检监察报》、《中国煤炭报》和

《阳光》杂志等报刊上刊登，并
多次在山东文艺台播放，在莱
芜市文艺晚会、新矿集团文艺
晚会上朗诵。央视著名节目主
持人、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瞿

弦和与电影明星杜宁林等，也
曾多次朗诵过他创作的朗诵
诗。歌曲《莱芜人》和《绿色钢城
之恋》在山东电视台《大家一起
来》文艺栏目中播放。歌曲《莱
芜人》，在2004年5月9日莱芜市
与中央电视台联办的《“激情广
场”大家唱》联欢会上登场亮
相。由李雪作词的《跨越》、《同
住一个城，共建一个家》两首歌
曲，在2013年莱芜春节晚会上
由青年歌唱家李振涛等演唱。

“一九九八小麦黄/李雪退
休化夕阳/人老自有凌云志/小
屋要出大文章/杂文登上‘人民
报’/诗歌获省‘一等奖’/一路
高歌唱不休 /歌颂人民歌唱
党！”这是对李雪半个世纪来，
坚持业余文艺创作的真实写
照，道出了这位不倦的歌者、老
诗人的执着追求和人生魅力。
他认为，人老了不但要活出健

康和快乐，还要活出人生的品
味和价值。

为 了 创 作 、投 稿 方 便 ，
1 9 9 8年退休后李雪买上了电
脑并学习打字和发邮件。退休
第一年，豪情壮志不减的他迎
来了诗歌创作的丰收年。仅
1999年一年他就发表了260首
作品，共5200元的稿费汇单纷
至沓来。笔耕不辍的他记不清

从退休至今共创作了多少作
品，但已用坏的4台电脑、出版
的4册作品集和书桌上摆放的
一摞摞获奖证书都见证着他
多年来的呕心沥血。

李雪既是一位诗人，又是
一位杂文作家。先后出版了诗
集《海之魂》《海之歌》《永不风
化的记忆》、杂文集《心之语》。
今年又要出版由著名诗人、词

作家石祥题写书名并写《序》的
《莱芜人——— 李雪作词歌曲集
(120首 )》。可见他虽然人已退
休，但诗文仍在上岗。

“年已七旬不言老，再著
华章写心声。”李雪说，是诗歌
点燃了他的黄昏，创作让他充
满激情。也正如他所说，“在诗
歌的阵营里，我永远都是年轻
人”。

受童谣启蒙，坚持

诗歌创作50年

为百姓而歌，让诗歌从稿纸上站起来

诗文不下岗，晚年要活出品味和价值

在书香中穿行

(一)

喊一声大汶河哟，
爱就燃烧在我心底。
见过千山万水和大海，
只有你日夜流淌在我心里！
你独辟蹊径，蜿蜒西去，
经历了千年沧桑风雨；
你勇于开拓，自强不息，
涤荡着历史的落后贫瘠。
春天，你缓缓流淌像轻纱飘
逸，
夏天，你奔腾咆哮像万马奋
蹄。
你是鲁中山区的命脉，
你是莱芜人民的希冀。
啊，你从远古走到今日，
让赢牟大地升腾着勃勃生机！

(二)

喊一声大汶河哟，
情就涌进我的心底。
无论相隔千里和万里，
总是想一头扑进你怀里！
你独辟蹊径，蜿蜒西去，
奉献着自己生命的乳汁；
你勇于开拓，自强不息，
哺育了钢铁儿女的中华品质。
昨天，你低吟清唱谱写颂歌一
曲，
今天，你放声高歌奏响时代主
旋律；
你是千姿百态的画卷，
你是悠久灿烂的史诗。
啊，你从今天走向未来，
把绿色钢城润泽得辉煌壮丽！

你给我的信，
句号画得像天轮又大又圆。
我懂得，那是你的心在希冀，
让我从最深处拉出爱的烈焰！

我给你的信，
感叹号描得像铁锹一样。
你懂吗？那是一根折不断的
轴，
固定两颗心的钢铁信念！

你给我的信，
删节号点个没了没完。
我懂得，那是你递给我的盏盏
矿灯，
约我跨过银河的彼岸！

我给你的信，
破折号拉得又长又宽。
你懂吗？那是我搭起的皮带运
输机，
让爱的暖流淌也淌不完……

喊一声大汶河(歌词)

矿山情书

李雪诗歌作品

李雪拿着他的诗集《海之歌》与记者分享创作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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