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静

“面对西北角/早已义愤填膺//我拉圆/大
地的弓。”

1937年，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16岁
的塞风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诗作———《弓》。这
首短诗只有18个字，却博得一片好评。自此，原
名李根红的诗人塞风开始了以黄河为题材，以
表现民族和人民精神为主题的文学创作生涯。
他一生累计创作诗歌近3000首，因作品多以黄
河为题材，被誉为“黄河之子”。

作为与诗人塞风有多年往来的挚友，张贻
贝先生在塞风逝世10周年之际所写的纪念文
章情真真、意切切。从文章中，还得知了著名诗
人贺敬之与塞风的一段珍贵友谊，看到他们走
过的人生足迹，我们更加为他们自豪和骄傲，
心中更充满由衷的尊敬。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
曾对其诗作做过这样的评价：“他是精神的执
火者，是一个纯粹的人，是一个不败者。我从他
的诗章中，始终感受着火一样的热烈。一个人
能像他那样不倦地歌唱，为正义和爱不停地奔
走呼告，就是一个奇迹……”几年来，作者奔走
忙碌，谋划为这位“黄河之子”在黄河公园立一
尊塑像，塑像底座将镌刻上贺敬之先生题塞风
的著名诗句：黄河、长江/我两行浑浊的眼泪。
著名雕刻艺术家山东艺术学院池清泉教授非
常赞同这一设想，并说：“黄河公园多了一个景
点，对提升公园文化氛围大有裨益。”池教授不
顾高龄愿为塞风肖像雕塑，同样令人感动。不
过，美好的意愿还在路上，尚需多方支持才能
得以实现。

“老地标”栏目今天带我们登上了刘公岛，
去看看中西合璧的西摩尔街。作为我省第一批
35个历史文化街区之一，西摩尔街是英租威海
卫时期刘公岛上的一条主商业街。历史文化街
区是指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
公布，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
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及历史风

貌的街区。它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再生
的珍贵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
价值。西摩尔街入选山东省第一批
历史文化街区，充分展现了威海的
地域文化以及刘公岛特殊的历史底
蕴。尤为珍贵的是，西摩尔街区的面
貌基本没有受到破坏，当时的商业
建筑也相对保存完整。走在时光雕
刻、弥漫着海水气息的街道上，浏览
带有旧商号印迹的店铺，品味被历
史浸染过的建筑，谁说岁月不留痕？

刊前絮语

期盼，“黄河之子”
立于黄河之滨

在真善美的三弦琴上奏出强音
———“黄河之子”塞风逝世10周年祭

阅

人

文

知

齐

鲁

A
21-

A
24

星
期
四

2015
.3
.26

人
文
齐
鲁

□张贻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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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贺快函”展现诗

坛友情
如何评价塞风及其诗作？诗人丁芒

在《琥珀有光》一文中赞塞风的诗“足以
显示他在全国诗坛的艺术地位”，并为

“这位老诗人长期如琥珀之被人沉埋”
而感慨万千，大声疾呼：“我要急忙告知
世人、也奉劝诗友们：我们应该重新认
识、重新评价塞风！”参加过两次塞风诗
研讨会，大家对塞风好评如潮，听到许多
诸如塞风是“文气、骨气超人的老作家、
老诗人”，塞风“精神矍铄，性格豪放，思
路敏捷，诗情洋溢”，“塞风的诗是黄河，
塞风这个人是黄河”等赞美之词。我不懂
诗，不敢班门弄斧，我是先读懂塞风(李
根红)其人而后去读他的诗作品。正如一
位诗评家所言：读诗，如果不去探究其中
的奥秘，不去寻根问底地追踪字里行间
的隐藏，不去了解诗人的生平和遭际种
种，是不够的。我想，此话不虚。塞风性情
豪爽，颇有魏晋文人风度。

文坛评价塞风其人，诸如“慷慨、悲
壮、传奇的人生”，“顽强的生命、是爱、
是诗、是信念，更是诗人的追求与天
职”，“黄河之子”等等。我觉得著名诗人
贺老敬之先生对塞风的评价极具代表
性。“老贺快函”（塞风语）对塞风其诗其
人做了精当的评价，此函不曾见诸报
刊，为存本真，全函照录：
塞风同志：

欣悉家乡济南召开您的作品研讨
会，这是诗坛一大盛事，我和柯岩谨向
您致以热烈的祝贺！

九年前我第一次给您的信中说过，
早已读过你的“黄河，长江/是我两行混
浊的眼泪”，它使我感到震撼，并说我的
泪腺也和你的泪水相连。以后每年每月
直到现在又不断读到你的新作，在仍然
使我感到震撼的同时，更使我感到振
奋。黄河、长江已不仅是你的两行眼泪，
更是你的两道奔腾不息的诗行，是你生
命的两条血浪汹涌的大动脉。

我曾说你的诗是“强者之诗”，是“在
你的‘真善美三弦琴’上奏出的时代之
音、民族之音、人民之音。”因此，在1996年
济南第一次召开的你的作品研讨会上，
我说“朗读你的诗，发言谈你的诗，我不
能坐着而必须站起来”。这是那时我的真
实心情，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这不仅是为
了表示对诗人的尊敬，同时因为诗本身
使我——— 我想也会使别人挺身而立。

我在前述的那封信中又说过，“过去
若干年来诗歌界对你的诗似乎注意不很
够。”这样说也许不是很准确。至少近年
来我看到诗歌界和广大读者以及领导部
门对你十分重视，许多评论文章对你做
了高度评价和深入的分析。这使作为你
的热心读者和诗友的我感到非常兴奋。

现在，又一次召开你的作品研讨
会，我相信这将使你所坚守的人生信念
和价值取向、你的艺术精神和审美追求，
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尊敬，获得更广
泛的知音。同时，也会更深入地研讨你创
作的成功经验并进一步提出新的希望，
这将使我和众多诗友们再次获益。祝研
讨会圆满成功！

愿您保重身体，健康长寿，并烦请
代问李枫同志好！

贺敬之
2004年4月20日，北京。

早在写这封信的10年前，1994年9

月2日，贺敬之给诗人桑恒昌的信中说：
“我喜欢塞风的诗，可惜与作者素不相
识”。就是这位“素不相识”者，十年后发
出这封“快函”，对塞风诗“真善美三弦
琴”推崇的高度、厚重，让人震撼；对塞
风本人的尊敬，放低自己身段的谦卑，
更让人感到“快函”人的高贵。三国曹丕

《典论》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不是
没有道理。但敬之先生对塞风的评价是
对古论的颠覆，历来文人相轻的陋习一
扫而空。“快函”没有吹捧的浅薄，也没
有丝毫的功利。“快函”是诗坛上一颗闪
亮的明珠，也是诗坛友情的典范，生动
展现了塞风的风采。

琥珀有光，“内方外

圆我做不到”
我们再看看塞风是如何评价自己

的？信是灵魂的袒露，也多有私密性，不
妨摘录几段塞风写给我的信：“清高、孤
僻是我的致命伤”，“我有很多缺点和错
误，凡事好思虑，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
看法，虽不便乱发表，但也往往引起烦
恼”，“‘内方外圆’我做不到，也不去要求
别人做到”，“对文学（小说、诗），我是无比
酷爱的”，“由于历史的变迁，在十多年前
我就割断了一切社会关系，在漫长的岁
月中，逐渐与您建立了友情，这实在是难
能可贵的，如同沙漠中一片绿洲，干枯中
一池清泉”，“同您推心置腹的谈心，是一
件快事，也是我们多年的习惯”。

塞风讲了自己清高、倔强的性格和
爱好；讲交友的准则和历史变迁的心理
路程。下面两封信，塞风讲他苦难的经
历，再就是离休后再创的业绩。

“二十多年来，我的精神和肉体够
苦的了吧？但我就靠信念活着。我什么
活没有干过，都没有把我压倒，而且干
得出色，因为我有一个精神支柱。我在
任何条件下，从来不出卖良心，忠于生
活，乐在其中。”

“今年，我已七十有五，虽然坎坷了大
半生，但心灵还是充实的。离休后，出版了
六本诗集，半数以上获了奖……市电视台
给我拍的专题片《黄河之子——— 诗人塞
风》，至少放映半小时，已剪辑完毕，即将
送中央电视台，参加全国‘星光奖’角逐。”

（已获奖）
不论出于诗友的评价，还是塞风自

我表述，塞风就是这样鲜活的一个人。
当今天写这篇纪念文稿时，我反复

读着根红给我的40余封书信，激动不
已，时时眼含着泪花，就在他去世前一
个月还在关爱着我，三次上书让我参加
他的诗歌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与会人
大都拿到一本《中华作家》杂志，杂志上
有我写塞风的文章。此前，塞风看这篇
小稿时，建议我把稿子寄给老贺(贺敬
之 )看看。我说，怎么能去麻烦贺部长
呢？根红坚持说，老贺人很好，一点架子
也没有，对我非常关心，一定要寄给他。
真的，我也亲身感受到贺敬之先生平易
待人的温暖。他用毛笔给我两页复信：

“张贻贝同志：来信并文章打印件收到
多时，因眼疾加重，读写困难，迟复祈
谅。尊作读后，感到很好。你用生动的文
笔叙述的这段往事，对多侧面地了解和
研究塞风同志很有帮助……”遗憾的是
先生的信写于2005年2月21日，塞风过
世半年有余了。

□辛夷

1956年初秋，华北平原正是
绿波荡漾、百果待熟的时节。

那时，父亲在乐陵中学读
初中。又是周末，父亲正在教室
里和同学们吃饭。司务长突然
走进来，说：“王青春，下周你再
交不上生活费，就不用来了。”
要强的父亲立马放下筷子走出
教室。他要去筹措生活费。

其实，家里当时是供得起
父亲上学的，只是祖母去世早，
曾祖父不愿让父亲上学，怕他
学好了，会离开家乡。于是曾祖
父下令，不给父亲生活费，让他
知难而退。转了一圈，父亲也没
有借到生活费，一气之下他辍
学走进了征兵的行列。

新兵们直接开到东北。来到东
北，父亲才知道他是赴朝鲜作
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一
员。父亲想到即将离开故乡，奔
赴异国他乡，还不知何日归来，
心中未免惆怅；又想到终于脱
离了封建家庭，可以自由地学
习工作，心里亮堂了许多。父亲
脱下身上的衣服，穿上军装，把
旧衣服包好，直接寄回了家乡，
算是告诉家人，他当兵保卫祖
国去了。

父亲和战友们雄赳赳、气
昂昂，跨过鸭绿江，来到了硝烟
弥漫的朝鲜战场。那时，战争双
方虽已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可
美国等国并未撤兵。父亲和战
友们依然加紧训练，准备作战。

父亲性格刚毅，不愿服输，

再加之从小舍得吃苦，训练时
冲在前头，很快在部队脱颖而
出。父亲因训练成绩突出，部队
授予他一级技术能手称号，并
发了喜报。父亲得了喜报，用中
朝两种文字在背面写上获奖感
言，寄回了家乡。

曾祖父接到父亲寄回的喜
报，泪流满面。一是父亲为他争
了光，他十分高兴；二是父亲能
得到这个喜报，不知在异国他
乡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都
是自己逼走了父亲，所以十分
心疼和自责。曾祖父把父亲的
喜报珍藏起来，想父亲时就拿
出来瞧瞧。

后来，父亲回国后转业。曾
祖父把这张珍贵的喜报还给父
亲，让他自己好好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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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部队喜报

时光如梭，不觉
间，诗人塞风已驾鹤
仙逝整整10年了。10
年间，怀念的思绪总
是丝丝缕缕涌上心
头，因为，有太多感
人的往事铭刻心间，
有太多难忘的瞬间
成为珍贵的记忆。

2004年5月23日，
济南市委宣传部和济
南市文联举办塞风诗
歌研讨会。6月19日，
惊悉塞风突然病逝噩
耗！当时，杂志社约我
写篇纪念塞风的文
章，我真的拿不起笔
来，写纪念文章是极
其痛苦的事，总觉得
他仍然活在我们身
边。眼下，我已到风烛
残年，再不写真没有
机会了。

本文作者（右）当年与塞风在一起

●人文齐鲁稿件请发至：qlwbxujing@sina.com

诗人塞风

作家萧军为塞风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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