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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佳
实习生 孙啸

在诗中读到自己的
生活

“我愿和巨人在一起，和巨人
在一起，不会佝偻灵魂……”6月30
日下午，在“诗意人生俱乐部朗诵
沙龙”的最后，著名诗人桑恒昌用
山东方言朗诵自己的诗作《我愿》，
全场立刻一片沸腾。熟悉的乡音传
来，眼前的诗坛大家宛如邻家的慈
祥老者。

台下的观众来自各行各业，年
龄各异。不仅有专业的播音员、主
持人，还有很多业余爱好者，他们
在诗意的语句中，回想起自己的人
生。一位老人专程从青岛赶来，她
是桑老的“铁粉”，早在几十年前便
被其描述亲情的诗歌深深打动。爱
诗的也有年轻人，山东青年政治学
院学生黄粤豪基本每月都会参加
诗歌朗诵活动，听更年长的人诵
读，能让他更有代入感。“有一定人
生阅历才能感悟到诗歌中的韵
味。”

在山东广播文艺频道主播、配
音演员郝运看来，读桑老的诗要静
心慢读。读第一遍时可能没感觉，
第二遍才大概理解意思，第三遍可
能才会真正体会到诗中的情感。就
像桑老的一首《生日》，“多少把血
当汗洒的日子，多少把汗当泪流的
日子，这会儿送进嘴里，都是不能
承受的甜……”“不同年龄段的人
对生日的理解都不一样，稍微有些
人生阅历的人都会被它打动，在诗
中找到自己的生活。”

在不少诗歌朗诵场合，郝运看
过儿童唱诵的节目。有些孩子没有
真正理解诗中的内容和韵律，而是
单纯去喊去高亢地“抒发”，就像

“小和尚念经”，这让台下的郝运感
到有些尴尬。

任何艺术形式都寄托于情感
之上，郝运并不建议太小的孩子去
学唱诵，但真挚的童声运用得恰到
好处时也令人动容。有一次，她听
山东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理事孙美
琳朗诵桑老的《旧时燕子》。“儿时
家里，年年飞来燕子。一口一口地
筑巢，一口一口喂她的儿女。”开头
这几句，是清澈的女童声，和之后
浑厚的声音形成对比，赋予了诗歌
别样的冲击力。

七旬老人朗诵中忆
诗样的爱情

七旬老人庞松石身着中式服
装，朗诵一首《听泉》令人陶醉。如
今朗诵已经占据了她大部分的生
活，在朗诵中，没有衰老、没有困

顿，让她触摸到阳光的热度。今年，
庞松石的爱人已经去世十三周年
了，他们从相识至今已有五十载。

前一阵，庞松石在读诗活动中
朗诵《一个有关你的梦》。“他向我
走来，我顾不上寒暄，顾不上问候，
瞬间把他紧紧抱住。我俩像一对小
鸟，沿着老式的火车轨道向前走，
通向小镇，通向军营，通向大学校
园……”在朗诵中，她仿佛与丈夫
项振国重逢。

她还曾和搭档朗诵过一首《永
生的和平鸽》。诗歌中写道：一位年
轻的战士，为了祖国牺牲在前线。
曾经的军营生活在她脑海中重现，
朗诵结束时她已经泪流满面。她想
到更多的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
月和项振国的相遇相知，他们也曾
经是战友。

在《永生的和平鸽》
中，隐藏着一个年轻
战 士 的 爱 情 故
事。男 声 朗 诵
道：“你还是
一 个 小 丫
头，一个傻
乎 乎 的 小
丫 头 。”女
声便回应：

“我是一个
小 丫 头 ，一
个 小 傻 丫
头。”每当读到
这里，庞松石脑
海中便会浮现出她
和项振国初相见的情景，
那时她还是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
学生，而项振国已经是一个成熟能
干的兄长。

庞松石当兵前，项振国是徐州
某军电影队的一名战士。在庞松石
眼里，项振国多才多艺，活泼帅气，
追求进步，热爱生活。更重要的是，
他们相爱时正是庞松石家里遭遇
困难的时候。庞松石入伍后，两人
开始通过书信交流思想感情。

1974年，庞松石从山东医学院
毕业，被分配到济南的一所军医学
校工作，长达六年的恋爱终于有了
结果。没有婚纱、没有酒席，只有简
单的被褥和家人的祝福，最奢侈的
礼物就是父母送的一对罗马表，但
是幸福就是这样简单。

2005年，项振国因病逝世，从
这以后每当朗诵这首诗，庞松石便
会把诗中年轻的战士想象成丈夫，
正向她款款走来。

诗歌朗诵多元化发
展激发大众热情

如今，庞松石在朗诵中找到归
属感，她并不孤单。每个星期她大
概只有周一有空休息一下，平时忙
碌于各种诗歌朗诵学习和活动中。

炎炎烈日下，她去社区为环卫工演
出，专门找到一首《环卫工赞歌》，
和环卫工聊聊知心话。

而对山东省朗诵艺术家理事
刘仲颢来说，最有感而发的一次朗
诵是在河南兰考县，那年是2014
年，焦裕禄同志逝世五十周年。《兰
考人民思念焦裕禄》这首诗，刘仲
颢已经朗诵了四十多年、上千场，
唯有那一场格外与众不同。得知这
一纪念活动，刘仲颢自发开车来到
兰考。他找到当地县委宣传部，表
达希望朗诵这首诗歌的愿望。

在兰考，刘仲颢参观了焦裕禄
纪念馆，去焦裕禄墓地祭扫。他在
那方土地朗诵出这些熟悉的字句，
有了别样的感悟和震撼。在刘仲颢
看来，诗歌朗诵最大的作用是对自
己心灵的净化。

而对于孙美琳和郝
运来说，诗歌让她们

跨越现实的栅栏，
看到远方的远
方，看到过去
和 未 来 。不
同文字的解
构、建构之
中，给她们
的生活带来
不一样的美
感。

孙美琳分
析，随着《朗读

者》的热播，诗歌
朗诵爱好者越来越

多，其中还有不少少年儿
童。朗诵圈中各行各业都有，独乐
乐不如众乐乐，每个人对诗歌都会
有不同的解读，朗诵其实也是在展
示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小世界。

在桑恒昌看来，目前诗歌的
多元化发展趋势降低了诗歌的门
槛，给了更多人充分展示自己的
机会，提高了大家对诗歌的热情。
桑恒昌把中国诗歌的发展大体分
为正-反-正反合三个阶段。解放
前及解放后一段时间，诗歌被那
个时代所需要，承担为政治服务
的使命，比如郭小川、田间的作
品。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诗坛
出现了“反”的一面，想扭转补充
一些过去诗歌所没有的东西。朦
胧诗、现代诗、后现代诗等应运而
生，代表诗人如舒婷、北岛。而现
在是“正反合”阶段，这是一个哲
学命题，正的反的合成一块，其中
既有正能量的一面，也有更多的
艺术表达手段，比如后来又出现
了伊沙这样的诗人。

“如今的中国诗坛还有些混战
的状态，僵化的东西依然存在，不
明晰的诗歌艺术也存在着。这种态
势是‘大水漫灌’，没有主流。文学
应该有主流，这方面还需要慢慢梳
理慢慢成长。”桑恒昌说。

“修图一族”
到底在修什么

伴随着各种美颜App的普及，修图
已经成为了生存在网络空间里的必备技
能。“拍照5分钟，修图2小时”的故事在我
们的身边比比皆是。爱美达人对修图如
此热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6月30日下午，十多
位朗读者在“诗意人生
俱乐部朗诵沙龙”上朗
诵了十一首诗，吸引来
六十多位听众。在济南，
诗歌朗诵圈的聚会总是
分外热闹，一袭旗袍的
朗诵者把听众带回那遥
远的时空。无论是诗坛
大家、主持人、播音员，
还是业余爱好者们，在
这里都没有界限。大家
在诗中表达着自己、寻
找着自己，诗意的人生
不需要解释。

诗意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为你读诗，你看到我内心的小世界了吗？

 诗歌朗诵沙龙上，著名诗人桑恒

昌和诗友们交流。 本报记者 范佳 摄

□杨甜子

一向好脾气的网友“西瓜”头一次对
着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下手”了，她点开
了微信网友A的朋友圈，犹豫了老半天，
终于决定选择“不看她的朋友圈”，单方
面屏蔽了A的一切动态。“西瓜”选择单
方面屏蔽A的原因很简单，“朋友圈的每
一张照片都是磨皮过度的脸，还有尖成
锥子的下巴，标准的视觉污染。A一把年
纪了呀，孩子都差不多和我一样大，还要
这样乱修自己的照片干什么？”

一次吃饭时，“西瓜”和朋友聊到照
片修图的话题，忍不住将自己单方面屏
蔽微信网友A的消息告诉朋友。谁知道，
朋友笑得前仰后合，“修图有什么大惊小
怪的？你是自己朋友圈发得少，现在的图
不修还能往朋友圈里发？再说了，老阿姨
爱美，人家这是追求上进。只能说，这人
修图的技术实在太糟糕。”一番言论听得

“西瓜”一脸蒙圈，朋友索性耐心做起了
科普，“上自五六十，下到十一二岁，现在
只要手机能玩得溜的，基本都修图。别说
女的，就连男生都修。”

“西瓜”好奇心顿生，在自己的朋友
圈里仔细刷了刷，果不其然，修图的男生
也不少，稍有不同的是，男生很少会给自
己过度磨皮，但会大规模地瘦脸和加滤
镜。越是容貌出众的男生，对自己的照片
修得越狠，相反，倒是一些相貌普通的男
士成为了“真的勇士”，大多会在朋友圈
里发不忍直视的照片原片。西瓜觉得很
有趣：为什么这些人会如此热衷照片修
图？

曾有媒体调查显示，53 . 9%的受访者
认为使用修图软件可以实现内心的满
足，45 . 7%的受访者认为可以增加自己的
关注度，41 . 7%的受访者认为可以提升自
己的形象气质。也有受访者认为修图会
带来不真实感(35 . 7%)、造成审美疲劳
(26 . 0%)和迷失自我(16 .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热衷于修图，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修图过度的网红？
网友们讨论得绝对一本正经。知乎网友
专门开帖，贡献了几十条回复。认为“技
术不过关”的大多是专业摄影或是美工
出身，网友“腾云驾雾的书生”表示，“作
为修图师，我有话说。你们一般说的修图
过度，往往都是网红，不是明星。为什么
呢，因为明星修图是专业修图师修的，修
图师可以做到，修好以后非常好看还不
失真。”网友“桥本奶茶铺”也有类似的观
点，“因为不懂透视啊。”

另一群网友的回复，大多是“吃瓜群
众”立场，但说得也挺有道理。“我觉得修
图过度的网红的出现，让大家直观地明
白了自身气质是多么重要。”

也有网友上升到心理学高度来认知
“修图过度”，“过度修图会让人逐渐难以
接受现实和迷失自我，以至于沉迷在‘美
丽假象’中，不敢以真面目对人，不敢与
人产生现实中真实的交流，进而导致自
卑感和挫败感。”

有心理学专家认为，“修图热”一
定程度上受到了社会文化的影响，大
众在特定的环境，比如说微信的朋友
圈中，通过发布精修后的图片，来获得
自我身份的认同，“扮演”着一定的角
色，此外，还能从中获得人际互动的快
乐。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热衷修
图的群体，修图也成为了新兴的社会
现象，并引发了人们的从众心理，通过
修图来完善自己的认知，回答着“我是
谁”的问题。“

诗诗歌歌朗朗诵诵沙沙龙龙的的朗朗诵诵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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