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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的多重理解与诠释 

———李少君诗歌近作浅析

张德明

（湛江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广东 湛江 ５２４０４８）

［摘　要］李少君的诗歌体现着对自然的多重理解与诠释，它们形象描画了诗意无垠的自然世界，自然流溢着诗人的情感态
度，作为草根诗学的具体实践，其诗学意义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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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自然，凝思自然，吟咏自然，借自然的抒写
表生命之感怀，这似乎是李少君诗歌中一个永远不

变的审美基调与艺术主题。某种程度上，“自然”构

成了李少君建构自我诗意世界的最为重要的词汇，

同时也是我们打开其艺术大门的极为关键的钥匙。

李少君通过对诗意无垠的自然世界的描画，呈现了

寄寓于当代知识分子心间的兼容着古典韵味和现

代色彩的人文理想，呈现出“生态主义的诗学视

阈”［１］。而在诗章中不事雕琢、自然而然流溢出的

情感态度，又给人以本真和亲切的艺术之感。在对

自然世界的自由书写之中，李少君的诗歌给我们带

来了立足本土、立足当下的中国经验与连接大地、

连接人群的草根性诗学旨趣，展现出独特的个性和

品味，进而在当代诗歌的大观园里占据了一席之

地。李少君的诗歌，显示着对于“自然”的多重理解

与诠释，这告诉我们，要弄懂其诗中“自然”的深意，

我们也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本文拟从三个不

同的层面来透视李少君的诗歌文本，以期对其诗的

“自然”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做出初步的描述和揭示。

　　一　诗意无垠的自然世界

自然有灵，万物皆诗，这也许构成了李少君进

行诗歌创作时的一种基本的美学假设，于是，自然

的风物、景致和意境频频被少君纳入诗行之中，它

们虽多为直观呈现，但仍显得妙趣横生、韵味无限，

并将诗人的思想踪迹和生命态度悄然泄露。在李

少君的自然诗里，我们常常会读到那种追求自然、

宁和、静谧、安适的乡村生活的生态理想。《疏淡》

一诗写道：“冬日疏淡的几笔／速写的华北平原的一
个小村落／细雪还沾在杂乱的枯草间／乌鸦还散复
聚，聚拢／是集体停落在一棵瘦树之上／散开，是稀
稀落落的几栋房子／／背景永远是雾蒙蒙的／或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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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炊烟，但最重要的／是要有站在田梗上眺望着的
农人”。（文中所引李少君诗歌，来自《人民文学》

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和《大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作者注）
这似乎只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平凡小村庄的静物写

真，但“细雪”“乌鸦”“炊烟”“农人”等意象的排

列，凸显的是诗人对恬淡闲适、静谧安详的乡村生

活的向往与依恋之情。表达同样主题的还有《平原

的秋天》：“夜晚，整个平原都是静谧的／唯一的访客
是月亮／这古老的邻居也不忍心打搅主人／偶尔传
出三四声猫咪／夜，再深一些／房子会发出响亮而浓
畅的鼾声／整个平原亦随之轻微颤动着起伏”。还
有《眺望》：“月夜，柳荫测量潭水的深度／洞箫考验
着少妇的耐心／在竹影摇曳的阳台下，溪声／消解了
对岸杂沓的脚步声……”李少君追求自然、宁和、静

谧、安适的乡村生活的生态理想，通过对诗意无垠

的自然世界的情有独钟和反复描画，得以充分地彰

显出来。

或许在李少君眼里，自然世界之所以始终散发

着诗意的光芒，始终给人以美的感觉与享受，是因

为它是原生态的，是避离了雕刻与粉饰的人为痕迹

的世界天性的本真显现。《山中一夜》如此道来：

“恍惚间小兽来敲过我的门／也可能只是在窗口窥
探／／我眼睛盯着电视，耳里却只闻秋深草虫鸣／当
然，更重要的是开着窗／贪婪地呼吸着山间的空
气／／在山中，万物都会散发自己的气息／万草万木，
万泉万水／它们的气息会进入我的肺中／替我清新
在都市里蓄积的污浊之气／／夜间，缱绻中风声大雨
声更大／凌晨醒来时，在枕上倾听的林间溪声／似乎
比昨晚更加响亮”。在山中，“万物都会散发自己的

气息”，这是令诗人心迷神醉的自然神韵，这些自然

神韵，会“替我清新在都市里蓄积的污浊之气”，让

“我”在受尽了都市喧嚣的惊扰和冲击之后，能在僻

远的乡野找到心灵的沉静和生命的诗意栖息。这

首诗的最后一节饶有趣味，“凌晨醒来时，在枕上倾

听的林间溪声／似乎比昨晚更加响亮”，这既是现实
情形的直观写照，又是心灵感觉的诗化显影。“响

亮”的“林间溪声”，让诗人念念不忘，记忆犹新，或

许正是它是最为自然的一种天籁，是山野自然天性

的一种外在流淌。在这首诗里，诗人将山间与城市

作比，由山野的自然清新想到城市的拥塞和污浊，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陶渊明《饮酒》中的妙句：“久

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少

君此诗有陶诗的韵致与风范。

李少君诗歌中所描画的诗意无垠的自然世界，

之所以总是给人带来阅读的畅快和深沉的思考，是

因为这自然世界里蕴藏着一种永不凋谢的人文理

想，它是古典情感的现代散发，也是现代人对纷乱

无序的当下生活节奏和人生处境反思之后所孜孜

觅寻的一种理想的生命归宿的形象表白。有批评

家指出，李少君为古典诗学找到了它在现代的“肉

身”，进而使中国新诗“找到它在过去的‘根’和现

在的‘根’，并把两者合而为一种包含了传统并超越

了传统的现代诗歌美学”［２］。这是相当准确的。我

们知道，在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在歆

享现代化带来的佳酿的同时，也更多地吞下了现代

化馈赠的苦果，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食品超标、交

通堵塞、心灵浮躁……现代化的弊端而今毕现无

遗，它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存在构成了极大的

威胁与伤害，逼迫人类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检

讨，以便作出新的选择。回归天人合一的古典理

想，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外在世界结成联盟，或许是

人类在吃尽了现代化负面影响的苦头后作出的理

性选择，这种选择，正是李少君诗歌所反复诉说和

敞现的。李少君的诗歌多用口语，对景物的描画也

多为直观呈现，静景写真，诗歌中比喻和拟人手法

的启用也多为“近取譬”，即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意义

距离并不大，二者之间的对话和联姻给人亲和自然

之感，不会觉得别扭与生硬。诗歌中的情绪舒缓自

如，意境静谧谐和，给人默默的感染。《布谷鸟与布

衣族有什么关系》一共四节，中间两节如此道来：

“布谷鸟是一种催促春天到来的鸟／大凉山的春天，
必定是湿漉漉的———／薄雾，发源于湖面，在村庄上
空缭绕／随着小鹿，深入草丛与林间／最终，在田野
的日光里轻漫而散／／布谷鸟是一种催促农耕的鸟／
布衣族人荷锄扛犁赶着水牛走出家门／循着小溪的
路径———从山间流淌而下／小心翼翼地探路，拨开
杂草，流向稻田／最后，沿薄雾消失的方向往更远方
摸索”。诗歌几乎全用陈述，用蕴涵诗意的语词描

述了布衣族人的春天和春天里布衣族人的生活，一

种谐和静美的意境不知不觉被营造出来。布衣族

人的生活，折射着诗人对恬静和谐生活的向往之

情，这情绪，相信会打动每一个被快节奏和高强度

的现代生活所困扰的读者。

　　二　自然流溢的情感态度

在李少君的诗歌中，“自然”不仅构成了其书写

不尽的文学母题，而且也构成了诗人对待世间万物

的一种基本的情感态度，自然而然而不矫揉造作，

情由境生而不因情造景，主体情绪随物婉转与心徘

徊，绝不无病呻吟、隔靴搔痒，这是李少君诗歌营造

诗意空间、袒露生命情怀的重要表达策略。换句话

说，李少君诗歌中的情感态度是随着自然物象的从

容展示而自然流溢出来的，这种情感态度犹如芙蓉

之出水、天然去雕饰，无不显得极为本真、质朴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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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动人。

事实上，推崇自然天成的艺术表达效果，注重

对“薄言情悟，悠悠天韵”（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自然》）的审美境界的觅求与敞现，是中国古代诗人

由来已久所渴望达到的一种文学理想和诗歌高标。

钟嵘《诗品·宋光禄大夫颜延之》曾记载：“汤惠休

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

之。”［３］颜延之对“错彩镂金”的评价语终身耿耿于

怀这一案例，可以想见古代文人异常忌讳雕章琢句

的炫示之功，倒是对“芙蓉出水”的自然神韵情有独

钟。李少君诗歌追求自然生趣的悄然袒露，讲究情

感态度的自然流溢，体现着对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

自觉继承和现代阐发，这在当代诗歌的艺术建构中

是不乏积极意义的。

李少君诗歌情感态度自然流溢的表现形态也

是多种多样的，粗略地说，大致包括三种情形。其

一，以诗歌意境的营造来间接暗示情感。李少君的

不少诗歌通篇都是外在世界的客观呈现，并没有抒

情主体挺身而出将诗歌的意蕴有意挑明，而是一任

自然界的诸般物象在读者面前从容展示。这样的

诗歌虽然并未明确出示诗人的主观意图，但往往会

呈现出一种别有韵味的幽深意境，而诗人的情感是

深深蕴藏于其间的。如《大雪感怀》：“雪花纷飘下

来时，人间烟火倏忽远去／漫天飞舞的大雪使天地
一片纯净／雪不仅消灭了颜色，只剩下白／也消除了
声音，只剩下静”。显而易见，在这节诗章里，诗人

通过对大雪笼罩下人间情状的白描，塑造出静谧幽

深的审美意境来，这意境暗示的是诗人对宁静生活

的向往和洁净世界的歌吟。其二，诗歌大部分篇幅

都用于描述情境，只在最后用一二句话语点明心

意。《一块石头》写曰：“一块石头从山岩上滚下／
引起了一连串的混乱／小草哎呦喊疼，蚱蜢跳开／蜗
牛躲避不及，缩起了头／蝴蝶忙不迭地闪，再闪．小
溪被连带着溅起了浪花／／石头落入一堆石头之
中／———才安顿下来／石头嵌入其他石头当中／最终
被泥土和杂草掩埋／／很多年以后，我回忆起童年时
代看到的这一幕／才发现这块石头其实是落入了我
的心底”。该诗的前两节都只是在描述一块石头从

山岩上滚落下来时所发生的情形，最后一节则用

“这块石头其实是落入了我的心底”的语句，彰显出

童年经验与早期生活记忆对人的一生来说具有极

为重要的影响这样的主题。其三，叙述与议论结

合，写景与抒情交织，及时将诗人心中之意胸中之

情传递出来。例如《黔地》：“荒凉是此地最多的资

源／野山野水野果野草，还有野鸡野狗／野兔野牛
……我曾在此孤独地徘徊／惟野女人一个也没见
到／／不过当地有过这样的传说／一对孤儿寡母曾流

落此地／无依无靠，却能安然住下／因为此地民风淳
朴，人情深厚／／一镇的男人将此女照顾／一镇的男
人将此小男孩抚养长大”。诗歌在描述黔地的山野

动植物与山民生活状况时，还夹杂着“荒凉是此地

最多的资源”“因为此地民风淳朴，人情深厚”等议

论性句子，情境描述和观念陈说交替而出，起到了

情景相联、意义互动的表达作用。

如果追溯历史的渊源，我们不难发现，李少君

诗歌情感态度自然流溢的艺术选择，是受第三代诗

人“拒绝隐喻”“诗到语言为止”等诗学观念的影响

而生成的结果。不过，李少君诗歌虽然在许多方面

都与第三代有着或明或暗的精神联系，但他并没有

直接追摹第三代的艺术足迹，也就是说没有像一些

第三代诗人那样以“反文化”“反传统”等较为极端

的审美价值取向来作为诗歌的基本抒情策略，而是

在吸收和借鉴第三代诗人的表现日常生活的美学

经验的同时，又注重对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借

鉴。正因为此，李少君的诗虽然写得平易素淡，但

又不失优雅，并不像一些第三代诗人的诗作那样给

人以低俗和粗鄙之感。在这一点上，似乎可以说，

李少君诗歌自然袒露情感的艺术表现，既做到了对

第三代诗所具有的美学积极意义的弘扬，也有效地

摒弃了第三代诗中审美表达的消极性和负面性因

素。因此，在新世纪以来乱象环生、各种奇形怪状

的诗歌文本层出不穷、人们对诗歌的评价日渐走低

的历史语境里，对于提升新世纪诗歌的艺术成色、

规范当下诗歌创作的艺术纪律，李少君的诗歌都起

到了某种不可忽视的引导与示范作用。

　　三　自然成趣的草根诗学

“草根性”这一术语是新世纪以来引人注目的

诗学关键词之一，这个关键词是由李少君在 ２００３
年提出来的，而今已有１０年的历史了。这个诗学
术语准确地把握了新世纪中国新诗发展的客观情

势，将新世纪以来地域性诗歌的日渐隆兴、草根诗

人的不断涌现、连接大地与乡村的诗歌审美趣味的

渐成气候等特征进行了科学的预测和精准的描述。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草根性”这一诗学关

键词里，其实也蕴含着指导当代诗歌创作的基本美

学原则，那就是：当代诗歌创作应该是一种自由生

长、自然成趣的美学品种，不宜参杂过多的人为因

素、修饰成分和外来文化因子。这正如李少君指出

的那样：“草根性”“就是指从自己的土地上、土壤

里自然地生长出来，具有鲜活的一种生命力的诗

歌。”［４］换句话说，“自然”不只是李少君诗歌中的

文学母题，其实也是其倡导的草根诗学的核心理

念，“一言以蔽之，它强调‘根’，强调来自灵魂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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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活生生的切身感受、感觉。”［５］李少君的诗歌是

其草根诗学的具体实践，“其中有不少作品都堪称

‘草根性’诗歌的典范”［６］，从这些诗歌中，我们能

真切地感知到自由伸展、自然成趣的诗情与诗意，

也能更深入领悟其提出的草根诗学的理论精髓。

李少君的诗歌，鲜明体现着连接大地、连接人

群、连接现实的草根性倾向，它不是那种虚玄无稽

的天马行空式冥想，不是那种搬演历史与文化素材

的故作高深之作，也不是那种大量援引西方话语的

翻译体诗歌，而是用朴实的文字、简明的话语所录

写的关于自然、关于生活、关于世界的生命体验和

直观感受。《渡》如此写来：“黄昏，渡口，一位渡船

客站在台阶上／眼神迷惘，看着眼前的野花和流水／
他似乎在等候，又仿佛是迷路到了这里／在迟疑的
刹那，暮色笼罩下来／远处，青林含烟，青峰吐云／／
暮色中的他油然而生听天由命之感／确实，他无意
中来到此地，不知道怎样渡船，渡谁的船／甚至不知
道如何渡过黄昏，犹豫之中黑夜即将降临”。这是

对一个渡河者瞬间心理悸动的准确捕捉，同时也是

对人类个体常会遭遇的某种生命际遇的艺术诠释，

显然是与大地和人群密切关联的作品。诗歌语言

素朴简练，尽管很少隐喻与象征，但诗歌却能自然

成趣，而且意味并不浅淡，这或许是那些具有草根

性诗歌特征的优秀诗作所能体现出的艺术素质。

再如《夜宿寺庙》：“梅花鹿蓦然闯进时，有如一位

锦衣卫／立刻就放轻了步子，犹疑地走一步看一下／
而我深夜的心庭是空空落落的一座寺庙／早已预感
她的到来，这不速之客警觉地停立／竖起耳朵，监听
每一滴露珠的掉落／花香弥漫，我已神情恍惚，面红
耳赤／篝火还在园子里燃烧，火苗里的影子／忽飘忽
闪更象是鬼。我按兵不动，平静起伏／只是略带酒
意，和黑夜一起发出轻微的鼾声”。这是诗人寄宿

某个山寺的情景写真，虽然诗歌言述的有关梅花鹿

造访的情形，给人神秘和惊恐之感，但毕竟危险并

未发生，从诗人“和黑夜一起发出轻微的鼾声”的举

动里，我们知道了莫名的恐惧与担心是多余的，自

然仍然在我们面前呈现了它美妙和谐的一面。在

有惊无险的诗意描画里，我们能清楚地感知到诗歌

自然成趣的美学韵味。

在李少君的诗歌里，我们还常常能读到那种捧

手可掬的“隐士”情结。现代化的魔爪已伸向了世

界的每个角落，被现代性笼罩的人类已无处可逃，

我们该如何寻觅那种寄托生命理想的新的空间呢？

李少君的《隐士》和《新隐士》两首诗会告诉你某些

答案。《隐士》诗云：“隐士，就应该居住在像隐士

藏身的地方／寻常人轻易找不着／在山中发短信，像

是发给了鸟儿／走路，也总有小兽相随／／庭院要略
有些荒芜杂乱／白鹅站立角落，小狗挡住大道／但满
院花草芳香四溢／宛若打开了一大瓶香水／／然后，
就象你所知道的／房子在水边，船在湖上／而那些不
时来探访隐士的人／心，飘到了云上”。隐士的“居
住”是一种“藏身”，而他的生活，应与自然世界融

为一体，随心所欲不逾矩。《新隐士》则曰：“孤芳

自赏的人不沾烟酒，爱惜羽毛／他会远离微博和喧
嚣的场合／低头饮茶，独自幽处／在月光下弹琴抑或
在风中吟诗／／这样的人自己就是一个独立体／他不
愿控制他人，也不愿被操纵／就如在生活中，他不喜
评判别人／但会自我呈现，如一支青莲冉冉盛开”。
“低头饮茶，独自幽处”的“独立体”，这是少君对现

代“隐士”的诗歌诠释。当然，在少君的理想中，做

“隐士”并不就是逃避现世，独自过与世隔绝的生

活，而是努力保持自我，不被现代化的浪潮所吞没。

一定程度上，《隐士》与《新隐士》两首诗构成了互

文性文本，可以参互阅读，彼此生意。二者的交相

映照，将诗人钟情于做心灵沉静、思想独立的现代

“隐士”的心理情结鲜明展示出来了。说到底，隐士

的生活是一种与现实无涉的生活，它可以避开各种

世俗观念和功利化行动的干扰，形成一个自足的生

存空间，那种自我逍遥、自然成趣的生活情态，无疑

与李少君推崇的草根性美学境界是相一致的。也

就是说，对“隐士”情貌的诗性书写，某种程度上正

是对自然成趣的草根诗学的形象隐喻。

综上可知，“自然”在李少君的诗歌创作中是内

涵丰富的，是具有多义性的，李少君从多个不同的

向度来演绎“自然”的诗歌作品，对新世纪诗歌创作

不乏导引和启迪价值，其意义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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