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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

在《后会无期》的密集宣传轰炸中，唯一让
我眼前一亮的，是朴树与韩寒合作出了新歌。
于是，《平凡之路》常常在我手机里单曲循环，
身边但凡是有点文艺范儿的朋友也在不断刷
屏，或者心有戚戚感叹乐坛里留下的奇迹，或
者泪眼婆娑怀念那些年听过的朴树。我一直
觉得，朴树，还有我喜欢了十几年的许巍，都是
乐坛里的诗人：表情不多，却有诗人的情怀；时
常忧郁，却有表达的渴望。

许久，看不到跟诗人相关的文章了。
于是，当我读到《青岛“街头诗画”风雨20

年》这篇文章时，如同盛夏里骤然飘来的一阵
雨，一股清新之风迎面扑来。谁曾想，几十年
前，在青岛，曾有那么多“街头诗人”。那时的

“街头诗画”，被许多文学爱好者赞誉为“荒漠
中的绿洲”。

据当年的作者回忆，当时的“街头诗画”前
观者如堵，诗歌爱好者们更是借此互相交流
和切磋，因此带动起了青岛的“诗歌热”。让今
天的我感到新奇的是，当时“街头诗画”的主编
全部是义务劳动；作者多为各个不同岗位上
的文学青年和市郊农民，他们给各个区的“街
头诗画”投稿，只要诗作好，一概录用，与当时
所有正式报刊一样均无分文稿酬；主办单位
定期组织以诗会友活动，彼此交流切磋创作
经验……这都给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留下了美
好的回忆。蓝天碧海绿树红瓦的这座海滨城
市，弥漫着激情浪漫的诗歌氛围，当是多么生
动多么可爱。如果哪一天徜徉于青岛的城区
街头，真希望能寻到这样一处难得的遗存。

本期人文齐鲁还向读者推荐了一篇史海
钩沉的文章，那就是B10版的《韩多峰力阻“山
东独立”始末》。从1930年到1937年，韩复榘在
山东当了近8个年头的省主席，因此民间关于
他在山东的轶闻甚多。韩复榘在山东有一个
绰号，名曰“韩青天”，这绰号是颂扬、是讽刺还
是戏谑，只有山东人心里明白。不过，他与同为
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的韩多峰之间的这段
往事，读来却极其有趣：1935年冬天，社会上传
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与日本人勾
结，要搞“山东独立”。但最终没有成为事实。这
其中，有个人为阻止韩复榘“山东独立”而付出
的个人努力，是功不可没的，他，就是韩多峰。
文章读来最令人振奋的是，在日本军官极端
狂妄的蔑视面前，韩多峰不卑不亢地一一驳
斥，“我是个不怕死的中国军人，当然离不开打
仗。但多年来我认识到中国兵书上的一句话，
叫作‘佳兵不祥’。”这气概，真是“佳将”！

枣刊前絮语

街头的诗人

所谓“街头诗画”，就是在大街的一些展览橱窗上，张贴一些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的原创诗
作，并且给配上一些画家的画作。青岛市“街头诗画”从1958年创刊，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结束，风风
雨雨存在了20多年。当年青岛的诗人无一不在“街头诗画”发表作品。其中包括著名诗人孔林、刘饶
民、符加雷、纪宇、刘辉考等，还有孙云晓、刘学江等作家。这一文学现象是青岛文学史上一道靓丽的
风景，许多老诗人、老作家，至今回忆起来都津津乐道记忆犹新。

从1958年创刊到80年代初结束———

青岛“街头诗画”风雨20年
□侯修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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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连贤口述 侯家赋整理

1945年，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
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全国人民受到
极大鼓舞，也激发了千千万万青年
踊跃报名参军的热情。

那年我19岁。同伴侯延池比我
小一岁，我俩一块长大，都是出继
给了叔叔当儿子。由于出继，叔叔
把我们当做命根子，不让我们外
出做活，想报名参军更是没门。记
得那年9月的一天，我俩去野地里
割草，我把自己想去参军的打算
说给了侯延池，他也表示愿意去。
于是，我俩把草筐、扁担和镰刀一
起放在我家的高粱地里，就头也
不回地离开了家乡。为了好让大
人不再四处找我们，还在地上写
上“我们去参军了”几个字。

我俩一起乘船渡过黄河，又跑
了几十公里，才在聊城找到了泰聊

武工大队。大队长见我俩态度很坚
决，就答应了我俩的要求，让我们
加入了武工队。

参军后，我和侯延池一起，被
编到了华东野战军第11师258团，先
后参加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并
随部队渡过长江，解放了大上海。
我俩先后都立了战功(侯延池在解
放上海的战斗中被炸伤了右眼，提
前转业，于2008年病逝)，并获得了
解放勋章和渡江胜利纪念章。

全国解放后，我于1951年底参
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上
我荣立二等功3次、三等功5次，被
授予和平奖章。1953年回国后，我被
安排在国家机关工作，直到离休。

今年我已近90岁，在家安享晚
年。我衷心感激党和政府对我的培
养和关怀，更为当年自己果敢地扔
掉草筐、毅然参军的决定而感到自
豪。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编辑：徐静
设计：壹纸工作室 马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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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街头诗画”

选在中山路

1957年6月13日，青岛市文学艺
术联合会正式成立，由山东大学副
校长陆侃如兼任主席，副主席有李
时、林明、高兰、石可；秘书长林河
水，副秘书长孔林。当时由孔林具
体负责抓文学创作。

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
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倡导全国工
农兵大写民歌，不久就在全国掀起
高潮。青岛市文联当然不甘落后，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繁荣青岛的
文学创作，必须大力提倡工农兵创
作，并为作者提供发表园地。青岛
市文联创办一份文学期刊的计划
就提上议程。在文学期刊没有批下
来之前，首先与《青岛日报》协商，
在青岛日报开设《海鸥》文艺副刊，
从1957年到1966年“文革”前，断断
续续出刊了60期。其次，由孔林倡
导创办“街头诗画”。

“街头诗画”的地点选在中山
路一号、原中苏友好馆大门两旁，
安装一排玻璃长廊，由孔林主编，
孙健华、倪虹任编辑，曹述之毛笔
字写得好，就抄写诗歌、插图。每月
更换一期。经常发表诗作的有刘饶
民、符加雷、戴传林、林河水、歌星、
李火、王玉等。“街头诗画”一经出
现，非常火爆，看的人络绎不绝，特
别是青年学生，由“街头诗画”引领
和助推走上创作道路的不乏其人，
比如诗人刘辉考、王玉、朱晋杰、孙
华文、锦河等。1959年，孔林出任市
文联副主席兼《海鸥》杂志主编，虽
然办杂志工作繁忙，但他仍然不放
松“街头诗画”的出刊，每期都亲自
过问。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
期间，“街头诗画”时断时续不定期
出刊。

■街头诗画市南、市

北、台东三足鼎立

由于市文联街头诗画影响大，
各区文化馆也跃跃欲试。当时市北
区文化馆长刘烨非常重视，反复研
究和筹划，从申请经费到每期策
划，从书写、插图到勘察地点，事必
躬亲。由刘学明任编辑，陶纪毛笔
抄写，吴纯强插图。第一期是1959

年创刊的，地点在大庙山出口对面
的辽宁路上，竖立一块广告牌，“诗
画配”就贴在大牌子上，没有玻璃
框。虽然简陋，但读者很多，非常受
欢迎。后来，文化馆接受了读者的

建议，街头诗画由辽宁路挪到市场
三路西头与中山路拐角处，修建了
玻璃橱窗，诗画配就贴在橱窗内。

中山路号称青岛的老街，读者
自然更多，影响更大。由于来稿太
多，编辑力量不足，每月一期就有
点吃力。他们又聘请了青年诗人孙
华文做编辑，朱晋杰、王玉还帮助
看稿子。当年笔者曾在此拜读
过街头诗画，记得第一首诗是
倪虹写的。后来，馆长又聘请残
疾诗人马立彦做编辑。马立彦
是回民诗人，当时就小有名气，
住在苏州路5号。由于身患婴儿瘫，
不能走路，每期稿子就由文化馆派
人送到他家，由他编辑好了再派人
取回，请人书写、插图。每月一期，
工作量很大，但编辑人员不但没有
怨言，反而有一种自豪感和成就
感。市北区文化馆为了推动创作，
鼓励新人，还不定期地举办评奖活
动。据诗人徐学清回忆，上世纪70

年代，他参加过一次颁奖大会，获
得一本写有“赠给街头诗画积极分
子”的塑料皮笔记本，奖品虽轻，但
对作者鼓舞很大。

1972年，原台东中学语文教师
宫肇智(笔名宫辰)，征得台东区文
化馆领导的同意，以台东区文化馆
的名义办起“街头诗画”。那时，台
东街头诗画地点设在青岛14中学
和大光明电影院之间，照旧是一溜
宣传橱窗，诗配画鲜艳醒目，在那
文化荒漠年代里，自然吸引不少读
者的眼球。为了增加版面，扩大影
响，他们又把街头诗画扩大到郭口

路和辽宁路转角处。帮助台东区文
化馆办刊毕竟不方便，不久，领导
就把宫肇智正式调到台东区文化
馆，主管文学创作和培训。当时，台
东区街头诗画来稿多，影响大，宫
肇智就把优秀稿件编辑成册，命名

《台东文艺》，定期油印出刊。现在
青岛一些知名作家，诸如刘涛、李
明、梁青生、杨春贤，诗人纪宇、刘
辉考、王玉、朱晋杰等，无一不在

《台东文艺》发过稿子，而且出过不
少好作品。

市南区街头诗画创办于1973

年春，由吕铭康主编。1972年，国家
文艺政策有所调整，上海率先创办
一些文艺刊物，这对青岛文艺界来
说是一种极大的振奋。1965年就在

《青岛日报》发表作品的吕铭康自
然不甘寂寞，由于他与市南区文化
馆王馆长熟悉，就和王馆长协商办
街头诗画。1973年春，第一期街头
诗画赫然在闹市区刊出，立即引起
岛城的轰动。诗歌质量高，诗人名
气大，岛城的著名诗人刘饶民、符
加雷、纪宇、刘辉考、马立彦、刘学
江、戴传林、锦河等名列榜首。每月
一期，连续多年。吕铭康还把精品
稿子编成油印刊物《市南文艺》出
刊。虽然出刊期数不多，但在那一
代文学青年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果说，市南街头诗画办得成
功的话，其主要原因是占了地
利、人和。天时，对各区来说是
一样的。就说地利，街头诗画刊
出在中山路和德县路交界处，
正位于市中心。中山路像上海
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一样，

自然读者多，影响大；凭主编吕铭
康的人脉，又聘请了著名书法家高
小岩书写题头，他的高中老师王励
耕书写，并请了著名画家窦世魁、
张白波、沈嘉荣插图，因而装帧漂
亮，图文并茂。连诗人武世瑞、刘
国屏都帮助做编务。要知道当时
都是无任何报酬的。吕铭康先生
不仅团结了一批岛城名家编辑力
量，而且团结了一批诗人、作家。
那个时候，街头诗画形成市南、市
北、台东三足鼎立局面。

后来，四方、沧口也办过街头
诗画。四方区由诗人戴传林主编；
沧口区由白云翔主编。青岛的街头
诗画，在1980年初相继停刊，存在20

多年的街头诗画也寿终正寝。平心
而论，青岛街头诗画，在那文化荒
漠年代里，的确是一块绿洲，培育
和滋润了许多诗人、作家的成长和
精神世界，对青岛的文化事业做出
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丁连贤珍藏的渡江
胜利纪念章和抗美援朝
和平奖章。

●稿件请发至：qlwbxujing@sina.com

街头诗画—陈缘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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