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楚才作文竞赛已连续
成功举办39届，今年即将迎来其40岁
生日。作为一个闻名全国的品牌作文
大赛，“楚才”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
响，它早已形成一套独特的办赛理念，
譬如，倡导“真诚写作”，反对假大空；
鼓励体验性写作，反对胡编乱造；倡导
创新求异，反对循规蹈矩……这些观
念不仅存在于组织者、评阅者的脑海
之中，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参赛者，有力
地推动了当下中小学作文教学的改革
与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楚才”塑造
了参加竞赛的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写
作观、文学观。“楚才”标准潜移默化地
融入他们的精神生活，进而升华为一
种人生文化底色。我想，这也是楚才
作文竞赛越来越受到学生、家长和老
师们重视的原因吧。

由楚才作文竞赛委员会主编的
《楚才文萃》在一等奖以上的获奖作文
里优中选优，集中呈现了小作者们的
文学才华；每篇作文后面的专家和名
师点评，品评文章之妙，总结写作技巧，
指出提升方向，更是将“楚才”的标准明
晰化、具体化了。因此，《楚才文萃》不
仅是竞赛成果的展示，更是“怎样才能
写出好作文”的参考资料，同学们可以
从中学习到不少写作的“窍门”和规律。

要想写好作文，首先得培养观察
能力。鲁迅说过：“如要创作，第一需
观察。”无论是观察人物还是风景、物
品，都要充分调动五官去感受，善于捕
捉和提炼其特点，然后牢牢存储于记
忆仓库，以备写作时恣意调用。观察
的要义在于“发现”，也就是能够剥开
庸常生活、日常经验的外衣，以审美之
眼见人之所未见，识人之所未识，寻觅
熠熠生辉的生活活水——新颖而独特
的素材。像本届特等奖作品《不可以》

《敏感与迟钝》《急脾气与慢性子》《牛
控》，或者捕捉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微
小细节放大，或者选择具有特殊命运
感或个性的人物聚焦，皆凸显了寻常
生活的特异性，反映出小作者善于“发
现”的审美能力。

如果说观察是为了积累，那么想
象则是创造。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所
有的创新最初都源自想象。毫不夸张
地说，假如没有想象，就不会有文学的
诞生。雨果说“（作家）的前一只眼睛
叫观察，后一只眼睛叫想象”，形象地
说明了想象对于写作的重要性。要想
写好作文，平常需要加强想象力训
练。一是天马行空、自由恣肆的虚构，

“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寂然凝虑，思
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二是
学习组装、拼接现实生活中的素材，就
像小说家的人物模特“没有专用一个
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
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三是
通过修辞来训练想象。像经典诗句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前者夸张，后者拟物，充分张扬了想象
力。本届特等奖作文《书柜里的故事》

《一起望春》《青春纪念册》，无不充满
奇思妙想，让人读了不禁要为小作者
无拘无束、活力四射的想象力而赞叹。

一篇优秀的作文，还要求做到立
意深刻。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文
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
审，无以中要。”他的意思是说，文章以
表达思想观点为主，写作者如果没有
深刻的思想，就切不中要害。要想做
到思想深刻，首先得广泛阅读，如蜜蜂
采蜜，汲取前人智慧。其次，要养成批
判性思维，“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没有艰苦的思维训练，不可能抵达“高
卓精审”的认知境界，更不可能产生深
邃的思想。特等奖作品《影壁前的回
首》《对局》，就体现了作者对社会、人生
问题的深入思考，十分难能可贵。

写作文就像造房子，语言是基
础。好的语言能够使人恢复对生活的
细腻感觉，使人感受到具体的事物，就
像俄罗斯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所
说的那样，“使石头显示石头的质感”；
好的语言会使书写对象变得陌生，给
人带来新奇感；好的语言还会使表达
形式变得困难，以延长阅读中的时间
长度，增加审美感受难度。学习语言
的途径不外乎两种：一是向书本学习，
抄录、背诵妙词佳句，日积月累，形成
良好语感。二是向生活学习。“汝果欲
学诗，工夫在诗外。”泥沙俱下的生活
中埋藏着鲜活、生动而形象的语言珍
珠，需要我们用心去发掘、淘洗，恢复
它们应有的光芒。

34年前，我曾以一篇题为《今夕是
何年》的作文忝列楚才作文竞赛一等
奖（当时未设特等奖）之列，从而与“楚
才”结下不解之缘。如今，集中阅读小
作者们的获奖作文，竟产生恍如隔世
之感。信息时代的到来，不仅为我们
提供了海量资讯，而且改变了大家的
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思维方式，这些
都在《楚才文萃》中有所体现。我不禁
为小作者们的观察之准、想象之奇、思
想之深、语言之美而惊叹：真是长江后
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祝愿“楚才”继续奋进，光华四射。
（作者系评论家、作家，湖北省作

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兼任湖北省
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
社长、主编，第11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易飞有多种身份，早年和张执浩、剑男、李鲁
平、魏天无等同为华中师范大学1980年代著名的
校园诗人，后从事新闻行业、经营杂志、创作大量小
说，但诗歌写作一直不辍。近年来，出于团结诗人、
激励更广大的诗歌爱好者提升写作水平的公益之
心，他组织了“次要诗人诗社”。相对于那些已经成
名的“重要”诗人，这个诗社多为不太为人所知但真
正热爱诗歌的写作者，诗有好坏之别，诗人无重要
次要之分，“次要”实为自谦，重要的是一群人对诗
的热爱。

也许是从事新闻行业和小说写作之关系，易飞
的诗有口语化和叙述性之特点，一些作品既容易
读，又意味深长。作为诗人，易飞是优秀的，而作为
诗歌读者、撰写批评的诗评家，易飞的文字，也是相
当独特的。

首先是易飞诗评的口语化，这种口语化是相当
鲜活的，它改变了我们对诗歌批评的一般印象。众
所周知，诗歌批评至少有两种，一种是研究者之作，
大多数相当理论化，除了作者自己和相关编辑去
读，我不知道还有谁愿意去看这种非常违反诗意的
文字。另一种就是诗人自身所撰的批评文字，这种
文字来自诗人自身的创作经验，对诗和写作的理解
较为深入，但许多表述方式也相当“诗意”，导致这
种诗歌批评在文字上非常漂亮，但意蕴相当晦涩，
一般读者难以进入。我本人的诗歌批评曾经努力
追求这两种诗歌批评的长处，既有理论炫耀又有漂
亮文字，但后来越写我越羞愧，我慢慢纠正自己，努
力让我的批评成为一般读者能懂的文字。思想的

深邃不一定需要语言上的装腔作势，诗歌批评口语
化其实是使诗歌获得广大读者的一种必需。

易飞的诗评，让我看到了诗歌批评口语化的一
种典范。口语和书面语差别甚大，今天我们很多人
写文章，是没有“语句”和“行文”的意识的，作者为
了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根本不管语句有多长，不
管其行文多么复杂、拗口，这种书面语文章实在是
汉语非常低级的形态，这种形态常常出现在文科研
究者的笔下。而漂亮的口语，一个基本的样式就是
尽量不要用长句，而是用短句说话，意思再复杂，也
是在短句的交接中完成，而不是用漫长的英语式的
复句来完成。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易飞做得非常
好。

易飞的诗歌批评，一般都是有感而发，姿态平
易，话语亲切，像他解读张执浩的名作《减压阀》，开
口即：“这是写诗，还是说话？都是。张执浩的文字
都像随口蹦出的，也就那么一说，爱信不信，即物成
诗，看似不经意，却暗藏玄机。工贸、中百仓储、国
美，这样的大卖场，不仅武汉有，别的地方也有。所
以有普适性，这个经验大家都有。”这一段最长的一
句是13 字，最短2 字，极为简洁，而这种简洁的表
达，在整部书中，是基本的说话方式。

与之相应的，他要以最简单的文字，直击诗的
内核。诗歌批评，无论如何，要试图说出一首诗到
底要表达什么，或者至少要说出这首诗为什么如是
表达。“减压阀”到底指什么，易飞也给出他的理解：

“‘眼前的这口锅’，我们跑不掉，它在我们的眼前
炖，现实是这样凌厉，不可回避，压力始终在……高

压锅无处不在，生活的压力无处不在，我们始终要
面对各种各样的高压锅，面对现实，进行减压。是
啊，每个人也要通过不同的途径找到属于自己的减
压阀，不让其引爆。否则我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这样的诗评文字，你读起来顺畅，理解起来也畅快，
它是有“揭示”的，读完之后是能够增进你对作品的
理解的。总之，它让你的阅读不虚此行。

这种有感而发的文字，我们还可以从中见到批
评者自己的情感，这一点在诗歌批评日益学术化、
论文化的今天，也很难得。某种意义上，诗评也是
一种抒发自身感悟的写作，不同的是，诗面对第一
现实，诗成为第二现实（想象性的现实），而诗评则
面对这种想象性的现实表达作者自身的人生感悟，
它也创造一个新的语言现实。易飞的诗评，不忌讳
自身观点、情绪的袒露，这种观点、情绪也许和作品
的原初意图并不吻合，但作为一种个性的阅读，即
使“不吻合”存在，又有何妨？这不正是证明了一首
优秀的诗作，其意蕴的多样性吗？作品意蕴的生成
是变化的、流动的，对于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语境
中，伟大的作品恰恰可以是新的意思。在解读胡弦
诗作《蛇》时，易飞的“解读”其实是一种抒情：“它不
可遏制的愤怒集于锋利的牙齿，终于像海啸喷涌而
出，激起冲天的巨浪，这是对冒犯者的谴责，也是冒
犯者要付出的代价……胡弦用七节完成了一条蛇
嬗变的历程，完成了动与静的交响与回旋。读来触
目惊心，余味深沉。诸君，它仅仅只是一条蛇吗？”
这种抒情性的诗评文字，流露出解读者的真性情，
这种真性情使诗评多少有了一点“诗”的味道。

这部《当代诗人佳作解读》，体现了易飞多年来
对当代诗坛的阅读与关注，书中会让我们看到一些
并不在经典的当代诗歌史教材的作品，这是易飞自
己的发现。像王家新的《一碗米饭》，一般读者可能
就没有关注，易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以为，王
家新的写作，几十年来一直延续着此种风格——冷
水泡茶慢慢浓，越往后读越有意味，似乎王家新的
写作起笔都是‘素’的，有时甚至‘素’得像乡下老
头，穿着老式棉袄，在秋天田野落叶的大道上慢慢
踱步。绝无华丽的辞藻，绝无纷繁和修辞，即使他
写西方题材的诗歌，也不会出现欧化的长句和瑰丽
的色调。我以为是王家新‘立于诚’写作的某种姿
态和‘王氏’范式——素朴中不乏丰沛的诗性与沉
潜的力量。在‘清晰’与‘含混’之间，他找到了一种
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语言。”

这种有微观有宏观的叙述，让我感觉，易飞虽
不以诗歌研究者自诩，但他不仅有独到的、精妙的、
细致的、内在的阅读方式，也有一种整体性的视
野。对许多诗人，他虽只是拣选其一首佳作来解
读，但却总能把握诗人的整体风格和主要的写作方
式，这一特征也使这本书有了一种大格局，它不仅
以一部点评式的好作品呈现，也是了解许多当代优
秀诗人的写作特征的专业之作。

当代诗坛，这种口语化的、直击诗作内核的、
“笔尖常带感情”（梁启超语）的诗歌批评，非常重
要，它会让更多人理解诗歌、亲近诗歌，使诗歌得到
更多的读者与作者。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荆楚大地到江南水
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
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江承载着几千年源源不断
的中华文化并不断注入新质。长江孕育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承载革命文化、发扬光大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这是长江文化的精髓。而当代文学中
的长江革命文化书写则尤为突出，既有长江文化
深厚的历史内涵又有革命文化深刻的现实意义。

长江红色经典文学的革命文化呈现

革命文化是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
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
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
文化内涵。长江是承载革命文化的重要区域，具
备丰厚的红色基因。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北、湖
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都是红色
文化的发祥地和传播地，长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
革命文化内涵。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
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出生在长江流
域，他们是革命文化的领袖、红色文化的种子，他
们沿着长江走向全中国，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全
国各地。

1921年7月，在浙江嘉兴的南湖红船，中国
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此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而前
赴后继，英勇奋斗。很多重要的革命运动都在长
江沿线开展，武汉的“二七大罢工”、江西萍乡的安
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南昌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湘赣革命根据地、洪湖革命根据地等。中国共
产党很多重要的会议也在长江沿线的城市召开，
比如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在遵义召开的“遵
义会议”。

红色文学经典有大量描写长江流域的革命斗

争历史故事、描写革命文化的作品，如《红岩》《清
江壮歌》《欢笑的金沙江》等红色经典小说、《风
暴》《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红色经典电影、《江姐》

《洪湖赤卫队》等红色经典戏剧。著名的红色经典
小说《红岩》以 1948 年至 1949 年重庆解放前夕的
地下斗争为背景，描绘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共产党
人如何在极端困境中坚持信念、进行斗争的故
事。这种精神与长江流域的革命文化密切相关。
长江流域不仅是《红岩》故事发生的地方，也是许
多革命文化的发源地。长江文化中蕴含的革命精
神，如不畏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正是《红岩》中
所体现的核心价值。长江流域的革命文化与《红
岩》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重要部分，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
统治区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强调坚定的理想信
念和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精神。这种精神在长
江流域得到了广泛传播，成为长江红色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长江流域的革命历史，如辛亥革命、
南昌起义等，都为红岩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长江承载着革命文化，革命文化是长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彝族作家李乔创作的《欢笑的金沙
江》，描写各民族人民在翻身解放斗争中的交往交
流交融的故事，是革命文化共同体叙事。

与长江共豪情的革命英雄人物塑造

长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见证了几千年的风
云变幻，承载了无数英雄豪杰的传奇故事。在长
江革命文学中，英雄人物的塑造往往与长江的自
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文学
风格和审美情趣，既具有长江英雄豪杰的历史传
承又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发扬。小说《清江壮
歌》中的英雄人物贺国威和柳一清是以革命烈士
何功伟和刘惠馨为原型创作的，这种基于真实历

史人物的创作，使得小说中的英雄形象更加立体
和真实。《清江壮歌》通过这些英雄人物的塑造，不
仅歌颂了革命英雄主义，还反映了悲壮的革命斗
争历史。《红岩》中许云峰和江姐的人物塑造，深刻
地体现了革命者的英雄气概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
念。成为中国革命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理想和信仰而奋斗。
电影《风暴》讲述革命英雄林祥谦和施洋带领工人
群众发动“二七”大罢工、与反动统治阶级进行坚
决斗争、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洪湖
赤卫队》塑造了韩英勇敢、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者
形象。在敌人的监狱中，她宁死不屈，严守党的秘
密，展现了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仰。这些英雄人
物的故事和精神，通过小说、歌剧、电影、戏剧等艺
术形式，被不断地传唱和演绎，成为中华民族精神
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江书写中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

长江流域的文学艺术纷繁博大，以屈原为代
表的楚辞充满了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对现实的批
判，展现了浪漫主义的精神特质。此外，唐代诗人
李白、杜甫等在长江流域创作了许多描绘自然景
观和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都呈现出长江文艺的
浪漫主义文脉。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是将革命精神
与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相结合的文学流派，它强调
理想化的英雄形象、革命理想和对未来的乐观预
期。长江文学中革命浪漫主义的经典书写，当数
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对长江的描写充满了
革命浪漫主义的特色。不仅描绘了长江的壮丽景
色，更通过这些景色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
信念和对未来的豪迈展望。毛泽东的诗词中，长
江常常成为抒发共产党人崇高理想主义情怀的载

体。例如，在《水调歌头·游泳》中，他以“万里长
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展现了革命者的豪情壮志和
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毛泽东的诗词记录了革命斗
争的实践，如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通过长江这
一自然景观，象征了革命力量的浩荡和不可阻
挡。在毛泽东的诗词中，长江也常常与战斗情怀
相结合，如在《菩萨蛮·黄鹤楼》中的“烟雨莽苍
苍，龟蛇锁大江”，通过对长江的描绘，表现了革命
者面对困难时的坚定和勇气。毛泽东的诗词中充
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他通过长江的描写，展现了
对未来美好景象的展望。例如，在《水调歌头·游
泳》中，他设想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
未来景象，体现了他对国家建设的宏伟蓝图。毛
泽东的诗词中，长江的描写也常常带有英雄主义
的气概。如在《七律·登庐山》中的“云横九派浮黄
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通过对长江的描绘，展现了
革命者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毛泽东
的诗词中，长江不仅是革命的象征，也是对自然美
的深刻感悟。毛泽东的诗词中对长江的描写，不
仅展现了长江的自然之美，更融入了革命浪漫主
义的精神，毛泽东诗词是长江文学中革命浪漫主
义书写的典范。

革命文化在长江当代红色文学经典中得到充
分的呈现，长江的革命文化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既展示长江文化深厚的历史
内涵又突显革命文化的红色根脉，在新时代依然
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
更是对现实的启示。

总之，革命文化为长江书写提供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和创作源泉，使得长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更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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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批评口语化的一种典范
——读《易飞掰诗：当代诗人佳作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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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中的长江革命文化书写
□杨彬

喜欢刀郎及刀郎音乐者非常多，人们喜欢刀郎及
刀郎音乐，到底是在喜欢什么？

很多人喜欢刀郎，是先从刀郎所创作的歌曲之特
色殊异的优美旋律开始的。继而，读他的歌词，发现
像诗像画、意境深远、有情有义，还有跌宕起伏的传奇
故事。而品他的歌曲，又像回顾我们曲折多舛，浸泡
在酸甜苦辣中的漫漫人生。

人们喜欢刀郎音乐，实质上是喜欢中华民族的传
统文化，喜欢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刀郎文化现象，
是“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
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理论结出的硕果。

刀郎音乐，有着深深的家国情怀。
刀郎出过《红色经典》专辑，包含《红星照我去战

斗》《十送红军》《绣红旗》《九九艳阳天》《共产党来了苦
变甜》《再见吧，妈妈》《映山红》《翻身农奴把歌唱》《我
的祖国》等红色歌曲。除此之外，刀郎自己创作并演唱
的《永远的兄弟》《永远的战士》是为军人而歌；《去伊犁
的路上》是为强疆而歌；《牧羊人》歌唱的是西汉时期出
使西域饱受摧折、矢志爱国的苏武牧羊的故事；《中国
的孩子》讲述了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感恩；《荣誉》《就
是现在》是为北京奥运会创作的主题歌；《爱是你我》是
呼吁救助遭受印度洋地震与海啸灾民的公益歌曲……

刀郎不仅歌唱家国情怀，传递正能量，还歌唱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自信。

以刀郎 2023 新专辑《山歌寥哉》专辑为例，其中
的11首歌曲，都取材于各地的山歌，与现代音乐融会
贯通创作而成：《序曲》取材广西山歌调；《花妖》取材
天津时调；《颠倒歌》取材江南栽秧号子；《画壁》取材
江苏绣荷包调；《镜听》取材自南北朝时就流行的闹五
更调；《画皮》取材山东银纽丝调；《路南柯》取材流传
于甘肃青海的没奈何调；《罗刹海市》取材东北靠山
调；《翩翩》取材湖南道情调；《珠儿》取材河北吹歌；

《未来的底片》取材广泛流行于中华大地的说书调。
总览刀郎创作并演唱的歌曲，绝大部分是讴歌国，讴
歌家，讴歌善良、信义，也即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
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前不久刀郎复出回归的线上线下演唱会，取名
“山歌响起的地方”，也极有深意。

“山歌”是什么？山歌是中国民歌的基本体裁之
一，是人们在山野田畴劳动时抒发情感即兴演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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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山歌内容广泛、结构短小，曲调爽朗、情感质朴、
声音高亢、节奏自由。传统山歌最常见的内容是歌唱
亲情、友情、爱情和生活的酸甜苦辣，具有情感纯朴、
想象大胆、比喻巧妙、生动鲜活、真切感人等特点。对
演唱会主题为何叫“山歌响起的地方”，刀郎曾这样解
释：“山歌，不只是山与歌，它还是男与女，善与恶，理
想与现实。它可以穿过土地，跨越时间。山歌，就是
民间最有力量的喜怒哀乐。越是性情坦荡的地方，山
歌越是响亮。”

毫无疑问，“山歌”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纵观刀郎的山歌题材，不仅有着很强
的文学性，还有内涵的艺术度、意蕴的深度、思想的高
度、民生的关注度，以及受众的共情度等。刀郎唱响
山歌，就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歌唱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
和传统文化。

几十年如一日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
精神，刀郎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见识与胸怀，以
一颗慈柔善感的悲怜之心，以其始终如一、向上向善
的不变追求，热切地表达着民生之喜怒哀乐，展现“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因而创作并
演唱的歌曲十分接地气，可谓旋律余音绕梁、情感直
击灵魂、胸有家国情怀、彰显文化自信、描绘美好未
来。也因此，他创作的歌曲《一家人》《爱是你我》先后
两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为什么有“刀郎热”。究其实质，是人们喜欢刀郎
及刀郎歌曲所传颂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是热爱我们的国，我们的家，我们的爱
情，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善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忠
义，我们的礼仪，我们的诚信。是人们热爱的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打动了自己的灵
魂！

刀郎的线上线下演唱会，他身着黑色短袖上衣、
普通裤子，全场没换过装。演唱会的乐队穿着也朴
实，更无染发、文身者。在舞台上，刀郎一首接一首地
深情唱歌，台下的听众激情四溢，热泪盈眶……为什
么？就因为刀郎歌唱的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歌唱
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最美的事物不用包装，也
极为动人。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作家协会副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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