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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甜子

“等不及”攒能量，他们
真去种树了

如今，不仅在虚拟世界里种树的人
越来越多，在现实生活中种树的人数量
也在不断增加。网友“穿军大衣的陈师
傅”就拍下了这样一组大学生种树的照
片，照片上，这些大学生正在烈日下埋
头清理着沙漠中的麦草。“穿军大衣的
陈师傅”戏言，“他们估计是等不及攒能
量了，自己跑来种真的梭梭树了！”

这群大学生来自南京、郑州等地
的13所高校，这个暑假，他们分两批深
入位于甘肃武威市民勤县的沙漠固
沙护林。种植真的梭梭树，可不是“添
加能量”这么简单。参与其中的大学
生施鑫说，在沙漠里种植梭梭树，有
复杂的流程。第一项工作就是割芦
草，“梭梭树是一种固沙植物，大范围
生长的芦草会和梭梭树争夺阳光和
水分，不利于梭梭树生长，除草也算
是养护梭梭林的一部分。”

下午是沙漠温度最高的时间段，
温度长时间都保持在40℃左右，沙地
里已经见不到任何爬行动物了。然而
此时队员们还在顶着烈日、脚踩滚烫
的沙子工作，他们工作是用早上割的
草铺草方格。他们首先在沙漠上挖
坑，再用麦草、稻草等材料在沙漠中
扎成方格形状，将方格中心的沙子拨
向四周麦草根部，使麦草牢牢地竖立
在沙地上，以此达到防风固沙、涵养
水分的效果。同时，把梭梭树种在草
方格里还可以提高梭梭树的存活率，
一举两得。

一 个 暑 假 他 们 固 沙
13000平方米

“现在的95后真是实干派！我的‘梭
梭树’种了大半年，才攒了12 .3千克的能
量，估计还得花上好几个月才能凑齐兑
换一棵真树苗所需的能量。”网友“小马
甲”表示，这群高校学生的“动真格”值
得鼓励。“几个人贸然去沙漠可能还有
危险，像这样大规模有组织地集体去沙
漠固沙护林，安全性又有了保障，点
赞。”“大猫宝宝”如是评论。

学生们整天与黄沙为伴，鞋里随
意一抖都能抖出一堆黄沙，脸上一抹
都是沙子，平时爱美爱干净的女孩子
们头发里也全是沙子，但这些都没被
队员们放在眼里。在大风来临时，这
些沙子才成了他们最大的敌人。“我
们还碰上过极大的风沙，沙子呼呼地
往脸上割，眼睛无法睁开，也不敢张
嘴，担心把沙子吃进嘴里。”尽管条件
恶劣，队员们还是顶着狂风完成了任
务，把草牢牢地压进沙地，期待着它
们能够紧紧抓住这些流动的沙粒。

据悉，今年暑期，这个名为“绿勤
行”团队共嫁接了500亩锁阳、养护9500
平方米的梭梭林、固沙面积总计13000
平方米，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当地的
生态环境，并取得了不小的经济效益。
今后他们还将继续前往民勤，协助当
地的相关基地做好防风固沙的工作。

还在虚拟空间“抢能量”种树？

一群大学生
暑假真去沙漠种树

加了几百个诗歌群，诗句随手发

网络时代给诗友们开辟了新天地

起个大早“偷能量”，在支付宝的
“蚂蚁森林”里争取早日种出一棵“梭梭
树”，估计是不少人生活的日常。但一群
大学生不满足于在虚拟世界里种树，不
远千里来到了甘肃民勤的大漠，在现实
世界里种起了固沙护林的梭梭树。

《红楼梦》里的海棠诗社，才子佳人共聚一堂，品诗会友的场景令人欣羡。网络时代，天南海北的
诗友聚在一起成为可能，尽管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诗歌逐渐趋于小众，但零门槛的朋友圈、诗歌论
坛等，让爱好者们找到了展示的广阔平台。有诗人认为，无论什么年代什么职业，写诗的人都是为了
安顿自己的灵魂。

本报记者 范佳

山大里的“旁听生”组
建诗社品诗会友

山大诗社第二次聚会开始前，
马阳走在山东大学的校园，正逢狂
风卷着秋雨，落叶纷飞。他心有所
感，涌上了一句诗：秋风携雨肆虐，
满地金叶如花。

校园里的诗友圈，总是充满着
青春的才情。

2015年，山东80后诗人马阳去
山大中文系旁听有关唐诗、美学方
面的课程。他虽是个“旁听生”，但
很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阳春三月
的一天，第一场春雨即将降临，马
阳在山大中心校区海棠花下久坐，
看到花瓣像雪花一样哗哗飘落，被
眼前的美景打动，于是拿出手机写
下文字。

“从没见过，如此美丽的花。白
里泛红，优雅地，将自己完全打开，
毫无遮拦地，展示美妙的身姿……”

《天堂花开》一气呵成，这是马阳创
作的第一首长诗，当时山大教唐诗
的孙奇老师读后，称其是“用现代语
写成的初唐诗”。

就这样，马阳常和老师、同学们
探讨诗歌。班里同学何小松写诗颇
有心得，他向马阳提议：“何不成立
个诗社，广纳诗友？”说干就干，马阳
在网络上发布了山大诗社社规，并
创建了山大诗社的聊天群和公众
号，社员最多时有四五十人，以大三
大四的学生居多。

一次，山大诗社社员龙景安用
毛笔写下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
千佛山上千佛卧，红叶谷里红叶响。
马阳读后，觉得“卧”字用得不妥，因
为千佛山的佛像是姿态各异的。于
是他将这句诗改成了一副对联：千
佛山上千佛异，红叶谷中红叶似。

不久，龙景安又遇到了一副对
联的上联：“一个人等一个人”，怎么
也对不上来，于是发到了山大诗社
的聊天群里，马阳立即对出了下联：
两只虎生两只虎。正当马阳得意洋
洋之时，山大学生丁冉传上了自己
想出的这么一段：一段路丰一段路(1
+1>2)，一段路逢一段路(1+1=2)，一
段路讽一段路(1+1<2)，一段路奉一
段路(1+1=0)。

对于写诗，90后丁冉显得很随
性：“有了想法就随笔记录，很少刻
意去写。”

校园给了马阳很多文学的滋
养。去年，他参加了山大海子诗歌
节，和全国各地的诗人欢聚一堂。当
听到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被改编成优美的歌曲时，马阳感慨，

古代诗歌都可以演唱，现代诗歌更
该唱出来，让更多人领略到诗歌的
美。

诗歌热降温是时代选
择，也是诗歌自身规律使然

与现在不同，上世纪80年代的
诗歌对于年轻人来说有着更为神圣
的光彩。那时诗歌在中国的繁盛景
象令60后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夏海涛记忆深刻。他回忆，上世纪80
年代初期，最盛行的要数朦胧诗派，
在诗歌圈，要是不会背几首他们的
诗，用现在的话说就out了。当时买书
不易，夏海涛还手抄过《朦胧诗选》，
北岛、顾城、舒婷等诗人的诗集也曾
出现在他的手抄本上。

1986年秋，《深圳特区报》和《诗
歌报》联合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
诗群体大展》，在那个时代留下了非
常深的印记。刚刚写诗的夏海涛看
着周围如春笋般涌现的诗歌团体，
心潮澎湃。“诗歌成为青年人的生活
方式。”青年诗人夏海涛，挑头成立
了泰安历史上第一个现代诗歌社
团——— 泰山诗社，并油印出版了诗
刊《太阳神》。

市场化浪潮兴起后，社会对文
学的热情逐渐让位于对致富英雄、
创业神话的追逐，诗歌也失去了强
大的吸引力。如今再次反思1980年代
的诗歌热，夏海涛说，上世纪80年
代，各种媒体极不发达，人们获取的
资讯非常少，所以诗歌成了人们精
神生活和娱乐生活的一个共同载
体。而现在的网络特别发达，QQ、微
信、微博等社交资讯类应用的普及，
使得资讯能够很快传遍世界，人们
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再局限于图书、
杂志、书信等，文学逐渐被边缘化。
因而作为文学皇冠上的那颗明珠，
诗歌愈加小圈子化。这既是时代的
选择，也是诗歌自身规律使然。

“前一段时间网上流行机器诗
人‘小冰’，它写下了大批诗歌，词汇
的华丽程度十分惊人。但是由于缺
少了情感的温度，许多诗人一眼就
可以从一堆诗歌中认出它来。”夏海
涛感慨，优秀的诗歌是小众的，是诗
人内心情感的独白，包含着诗人对
世界和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思考，它
不易被绝大多数人理解。但是，如果
诗人在表达中选择不同的策略，在
浅显的文字层面，让大多数人理解，
同时在更深层次隐含着诗人的更高
思索。这样的诗歌就能成为“既是小
众的奢侈品又是大众传播的精品”。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 ,写
诗是为了安顿灵魂

尽管诗歌有小众的一面，但诗
歌的独特魅力依然吸引着大众。

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59岁
的楼管大叔魏茂周自从2014年爱上
写诗以后，他的生活变得多彩起来。
那年清明，朋友给魏茂周发了一条
节日短信，用押韵的词句表达所见
所感，激发了魏茂周写诗的兴趣。

虽然初中都没毕业，但魏茂周
特别好学，不仅看了很多书籍，还常
与老师同学交流，有位同学送他的
新华字典已经被他翻脱了线。如今，
他的写诗水平大有长进，“趵突黑虎
碧水流，鸟啼蝉鸣微风柔。水绕泉城
游人醉，河围烟柳水中游……”平日
里，魏茂周喜欢把新创作的诗歌随
手发到朋友圈。

如今，像魏茂周这样的诗歌爱
好者仍有很多。夏海涛分析，现在写
诗的人群非常复杂，有所谓的精英
阶层，包括大学教授、政府官员等，
更多的是社会白领，比如学校老师、
企业管理人员、大学生，也有一部分
是打工者以及其他社会底层人员。
这是一个橄榄状态的结构，两头小，
中间大。“其实无论是什么职业，所
有写诗的人都是为了安顿自己的灵
魂。”

马阳认为，网络时代促成了大
众诗歌热潮的又一次迸发。尤其是
在如今人们连标点符号都懒得用的
时代，诗歌这种随意、简洁的表达形
式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现代人的需
求。他加入了几百个诗歌交流群，群
中各年龄段、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还
有不少农民诗人。

马阳发现，诗歌爱好者们在没
有门槛的网络平台上找到了施展的
空间。“仿佛回到了唐宋时代，作诗
没有任何目的性，哪怕是发布在朋
友圈中，获得了几个赞，就很令人满
足喜悦。”

“当然，也存在少部分想在网络
上通过写诗获得收益的人，比如在
一些微信公共号上，诗写得好，点击
量大，粉丝们打赏得多，作者可以获
得五五分成。”马阳说。

网络不仅为诗歌提供了更广阔
的舞台，也造就了诗歌界的网红，余
秀华的一句“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
你”就在网上迅速流行开来。

“余秀华成为网红，并不代表诗
歌已经红透的现实。实际情况也许
恰恰相反，正是由于非诗歌的炒作，
使得诗歌已经偏离了自身的运行规
律，成为一种吸引眼球的工具。”夏
海涛说，许多读者是冲着“脑瘫”“农
民”“女诗人”“睡你”这样的关键词
去关注余秀华的。这样的结果不但
伤害了诗人，而且误导了读者，更伤
害了诗歌。所有一切的背后，是浮躁
和文化的不自信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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