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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哄自己，就是想着法儿让自己高兴；

就是懂得利用自己成熟的心智来抚慰自己

受创的心灵；就是自己给自己不断地寻找希

望。因为希望是人们灵魂天幕上不可或缺的

太阳。

这世界的风霜雨雪太多。心一旦被打湿

了，受潮了，只有自己把它搬到阳光底下去

晒，才能寻找到温暖，才能不让它发霉，才能

把角落深处的那个阴影驱逐。因为，他人的

施舍总是那样的不可靠和不稳当。

哄哄自己，并非主张掩耳盗铃似的欺骗

自己。因为，这繁杂的世界给了人太多烦恼；

这缤纷的社会产生了太多诱惑；人与人东拉

西扯，关系如织，常常觉得似有一张无形的

网正在罩住自己。真真是扯不清，理还乱。这

时候，就需要哄哄自己：我的兴趣就是我，我

的爱好就是我，我的追求就是我，其他皆过

眼云烟也。高官厚禄算什么？巨富大款算什

么？天晓得他们施了多少手段，昧了多少良

心才弄到手的。

人，作为一个生命体，他总要行动，总要

走路。但眼前的路，条条弯曲，处处坎坷。这

时候，就要经常哄哄自己：弯曲的路是暂时

的，坎坷的路总要过去。不是说“相信未来”

吗？未来绝不会是这个样子。至于“未来”在

哪里，先不必想得太多，否则，又要自寻烦恼

了。

几年前，听一位教授讲人生课。他问，在

座的诸位有谁曾经想要自杀过？请举手。结

果，我这个曾经想自杀过的人，因碍于面子

不肯举手，许多人也没有举手，敢于举起手

来的寥寥无几。教授接着讲，好！举手的朋友

请放下。你们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坚强的人，

因为你们曾经战胜了死亡，也就是说战胜了

自己。想想看，一个能够战胜死亡的人，他有

什么还战胜不了呢，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功

呢。

教授的话，是一针强心剂。他在诱导大

家，无论在任何挫折面前，都要设法哄住自

己。这样才能最终做到，自己把握自己的命

运，自己拯救自己。

其实，想哄哄自己并不容易，它所寻找

的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平衡，而是一个坚强的

人生支点，也是一次对世界、对人生重新认

识、重新理解、重新整合的思辨过程。比如，

当一个人不幸被骗了，被耍了，被欺了的时

候，就要想：花无百日红，事无两次顺；好人

有好果，恶人遭恶报。这样，人在黑暗中就看

到了光明，在逆境里就发现了希望，从不幸

中也找到了万幸。特别是对于一些会给自己

招至痛苦、很伤害自己的事情，有意回避一

下，也不失为哄哄自己的一种办法。

当然，哄哄自己，不是要人一味地放弃

原则，也并非要人“到此为止”。物质在运动，

社会在发展，人事在更替。这运动，这发展，

这更替，有规有律，有章有法。所以我们还要

不断总结，以教训磨砺自己，以成功激励自

己，以经验提升自己，使人变得逐渐聪明起

来，免得被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最后，请允许我再说一句不算多余的

话：祈愿那些想“哄哄自己”的人们，一定要

自己哄哄自己，切莫被一些聪明人把自己当

成“小孩子”，哄来哄去哄着玩。

哄哄自己
文 /张庆和

张庆和：原籍山东肥城，共和国同龄人。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
家，第三届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多年来一直从
事业余文学创作，其诗、文与儿童诗等在《人民日
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中
国艺术报》《检察日报》《新民晚报》《诗刊》《北京文

学》《作家文摘》《散文选刊》等国内百余家报刊发
表或转载；多篇作品入选中考、高考语文试卷和模
拟试卷、以及“年选”、教辅、中学生课外读物等不
同版本图书 300余种；出版诗集、散文集《好人总
在心里》《漂泊的心灵》《山是青青花是红》《哄哄自
己》《灵笛》《娃娃成长歌谣》等 20余部。

赤子先生令人期待
———品张庆和《文情诗缘片片心》第一辑“议文”篇读感

文 /张富英

作家张庆和先生的《文情诗缘片片心》收
到后，一股熟悉又亲切的味道袭上心头。

憋屈了三年，终于可以舒展开筋骨辞旧
迎新了：面朝希望，春暖花开！新春迎来的第
一件喜事，便是文朋诗友们庆贺我的《余香
集》面世。先生赢来的“片片心”，恰同此时，带
着“人赠玫瑰”手留之余香飘来，好沁人心脾
啊！

兴起间，顿生阅读快意，且读且品、且感
且记之！
“议文”一辑二十一篇，有六篇是品读先

生单篇散文随笔的。《感
受心情的力量》（郭宗忠
/读随笔《问候心情》）：
心情万变万种，万变不
离本，万种总关情，读者
从中感受到的是先生的
大爱大境界；《回望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孙
武臣 / 解读散文《海边，望着浪花》：大海倾
诉、恸哭、叩问……作者与评者、史观与情致，
交相辉映，这篇被选作考题、编入教辅的精
品，自然深得读者高评；《历史深处的一簇风
景》（苏艳霞 /《面对草地》赏析）：大凡震撼心
灵的美文，美在独特，独特在情感、联想、语
言、结构，先生美文如是，诚如读者赏析；《灵
性丰沛的文字》（大卫 /关于《关于“水的职
称”说明书》赏析）：灵性文字，妙手偶得，诚哉
斯言；《诗意地触摸历史根脉》（程晓逊 /读散
文《魅力柳祠》）：先生以诗著称、以诗闻名、以
诗驰名，先生的诗文颇有柳河东遗韵，议者对
这篇“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的评价，是中肯的：
《塑造灵魂的月光曲》（李胜华 /《坝上月》赏
析）：国人对月，情有独钟。自我盘点，引出坝
上月，月如之种种，喻意言志焉。

对先生结集或连载的品评概有十篇。《精
准、本真的散文自选集》（良木 /评散文自选
集《漂泊的心灵》）：称其散文更多“比德”“畅
神”集中体现，及外物审美关系的深度再调
整，并认同先生散文著述已成为一种文化资
源。可谓挖掘深刻、评断独到；王贤根品读《漂
泊的心灵》后，品读出的是先生描景、抒情、记
事充满了诗意，并从文脉承传上，升华了品评
的高度，赞叹道《诗意的散文播向远方》；《亮
一盏心灯》（岳洪治 /散文集《哄哄自己》读
后）：自嘲与自勉自励，哄哄自己与自信的力
量，解读中，自信者活出的尊严，在飞扬；而石
英老师读散文集《哄哄自己》后，将那份“自
嘲”升华为“亦庄亦谐”，正气蕴含于美文中，

诗质贯注于行文中，于是题曰《文美质正 庄
谐相宜》；《说说 <该说不该说 >》（王野）：分三
辑，从三个层面说了关于“说”的该与不该，启
人心智、开人心窍，是亮闪闪的思想火花；《一
本书就是一个方阵》（那朵 /读散文集《记忆
不敢褪色》）：同时身为编辑家的先生，有双慧
眼，随着打开一扇扇心灵之窗，亲近了一个个
高贵的灵魂。积淀一段时间，便有一部新著面
世，触碰与感念，访谈的洞见与情怀，自然不
敢褪色；《拂去尘埃后的闪光历史》（罗并乡 /
读《卡尔巴拉岁月》）：裁剪精当，以情动人，是
创作报告文学的“要诀”，我国水泥事业的创
业史，建材人的奋斗史，跃然纸上；《笑看世相
百态》（佳雯 /读《张庆和纪实文学选》有感）：
戈壁壮歌，人物有血有肉，事迹感同身受，“婚
姻三部曲”，笑看世相百态，品察人间万象；
《壮歌礼赞新时期中国工人》（杜卫东、曹威 /
读《远方传来的戈壁壮歌》）：敏锐与睿智地贴
近时代，关照生活，顺应潮流，与读者高度共
鸣，这是对先生报告文学的高度评价；《岁月
留痕》（胡玉枝 /“日志”点评）：他的“月刊”、他
的“日志”、他的“十三月”……浸润、翠染，涤
荡人心。

还有五篇，多为阅读快意后，对先生诗
文不拘一篇一首，可谓综论。《文体形态的创
意多变》（许庆胜 /再谈先生的杂文、随笔）：
评者多从成熟作家的功力入手，亦即艺术手
法的创新上，着重谈了《贪官“预报”》的剧目
式、《奴才对话》的时空拼贴式等，主持人语、
讽刺对象上前台……先生刻意多变的文体形
态，在庆胜君老道的品评中，令人眼前一亮、

耳目一新！《快乐阅读知人见心》（曹怀
新）：几笔带过《哄哄自己》后，议者着重
放在了报告文学《远方传来的戈壁壮
歌》上，先生“塑造”的中建人“群像”多
雕刻在戈壁滩上。远赴沙特，境外建设
的中建人，群像代表着国家形象！《在小

文章中坚守大情怀》（邢海珍 /诗文读感）：能
藏于自家书房的该是珍视的，能放置书架最
方便的地方必是喜爱的。先生的诗集《灵笛》，
文集《记忆不敢褪色》便是，这是品者与先生
那颗“道心”的对话，先生本质上即骨子里是
一位诗人，这篇是本辑中引诗最多的一篇品
评。《飞翔于梦想和现实之间》（罗思鼎 /略论
张庆和的散文特色）：这篇系先生全书的开
篇。不巧在我小文中，列在了却是最后，异曲
同工，本篇总结性强，既谈到了先生清新淡雅
的诗风，深受读者喜爱，诗化的散文，广受评
者褒奖，投向现实的随笔收获了更多粉丝，也
点出了先生堪称精典的代表作如《峭壁上那
棵酸枣树》《感受阳光》等篇什，从中更理解了
先生的精神家园与美学追求！差点漏了《文盗
的无耻》，显然这是一篇“另类”，应属杂谈。也
从一个侧面，映视出庆和先生文字的魅力！
与庆和先生不甚相熟，但先生的清瘦、慈

祥、勤勉、亲和，是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已是长
者，更如赤子。都是多年的“做嫁衣者”和“摆
渡人”！志同而道合。
对一位作家最高的评价，除了对其已出

作品的首肯，更有对作家的期待。庆和先生旺
盛不竭的创造力和创作的成就，正是广大读
者编者评者所期待的。本辑品议作者，字里行
间无不充满了对庆和先生美好的期待。本人
亦然！

（张富英，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中
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剧本评介中心副主
任，华文作家网、《作家报》总编辑。）

诗人眼里的诗人
———读《文情诗缘片片心》“说诗”

文 /沉鱼淘沙

与共和国同龄，荣开七秩的诗
人张庆和先生以诗成名，并在散文、
儿童文学等诸多文体多有开新与成
果，是当代跨界作家里的一棵常青
树。有书为证：张庆和作品评论集
《文情诗缘片片心》在新冠疫情期间
群魔乱舞中逆行出世，所载文坛诸
多名家历年对庆和 50载为诗作文
行道的赞美与评价，读之，如高山耸
立于前，品之，如沐春风微雨。

著名作家石英先生称赞庆和
“将正气蕴于美文之中，文美而质
正。”教授、文学评论家邢海珍说他
是一个“以小文章写出大境界的好
作家”，诸多散文随笔被誉经典，其
中一篇散文多次选入“中考、高考语
文试题”，曾被上百家书刊转发选
载。不独散文随笔写作，庆和的诗篇
同样有不俗之作，受到文坛更多关
注。《文情诗缘片片心》“说诗”就辑
录了阿红、峭岩、查干、李松涛、任
蒙、于君、乔健等 22位名家研究庆
和诗作的美文，仅攒捡出几篇予以
引申阐发。

诗人、著名歌词作家赵捷（歌曲
《擦掉吧，伤心的泪》词作者）在文中
披露了庆和发表在 2005年《诗刊》
的一首《诗人不过是一棵草》，于网

络上广为传播，被台
湾媒体转载后，还受
到台湾著名诗人向明
先生的称道。这首诗
精短而富于哲理：

不用播种
不必水浇
其实，诗人不过是一棵草
是生是灭
是枯是荣
全凭自己的那点灵性
……
在诗人邢海珍眼里，庆和抒写

小平同志逝世的短诗《那夜，北京突
然刮起大风》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
厚重的历史感，甚至可以传世：

风是一种天意
风是一种感应
知道您一生坎坷
才把您的去路清扫干净
知道您年事已高
才把星月擦拭得锃亮
为您一路照明
《文情诗缘片片心》“说诗”一辑

有多篇诗人品评庆和的儿童诗，认
为庆和葆有一颗童心，发现童真，抒
写人间大趣、大美、大爱。中外诗歌
史上不乏儿童诗诗人大家，东邻日

本童谣诗人金子美玲活跃于上个世
纪 20年代，一生留下五百一十二首
作品，代表作收录于日本小学国语
课本，其作品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
的多国文字。我国著名女诗人冰心
《寄小读者》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
为一代又一代读者所喜爱。庆和的
儿童诗也自成一家，气象非凡，他与
自己的小外孙一唱一和、探索并开
辟了亦诗亦画的儿童诗写作的别一
种样式———诗画儿童诗（爷孙同框）
《娃娃成长歌谣》。

蒙奇在评论中写道：“张庆和
老师的儿歌集不但适合小朋友吟
诵，也适合当作儿歌来唱。其中有几
首已被谱曲传唱，受到众多小朋友
的喜爱。儿歌《我的春雨》由牟雅元
先生谱成歌曲《小雨点要回家》：“小
雨点／滴滴答／叫醒了树／染红了
花／争先跳进了小河里／要去大海
找妈妈”，由上海八岁小朋友余越首
唱，一度在网上流传。后来，这首歌

再由河北石家庄小歌
手高子惠于中华演出
网演唱，点击率飙升。
歌谣《娃娃·西瓜》《鸟
儿·月牙》亦曾被雅砻
江之源先生编发谱
曲，由小福灵乐队资

深少儿歌唱家梅花雪演唱，也在网
上广泛传播了一阵。”著名诗评家张
同吾、阿红的诗评对庆和的自由诗
和儿童诗都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辨
析，高度评价庆和文思敏捷、文字清
丽灵动、诗风隽永不俗。品读《文情
诗缘片片心》“说诗”之余，既洞悉、
收获了庆和为诗为文的大道，又领
悟了诗评大家美文的风采，获益匪
浅。

法国大诗人瓦莱里说：“与其写
一首仅为千人读一遍的诗作，不如
写一首能为一人读上千遍的诗作。”
庆和的诗歌高山流水，只为知音吟。
不少诗作不仅得到诗人的青睐，也
在众多读者中赢得了共鸣，在百度、
荔枝、喜马拉雅等网络，随意都可搜
听到诵读他诗歌以及童谣的声音。

在人类共同的文化渊源中，诗
是抒情的重要手段。我国自古是一
个诗的国度，诗是中华民族审美独

具的千古文化，它既是人们的信仰，
也是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当爱情
袭临，心灵就发出了“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的咏叹；当李白人生失意，
为后人留下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
金散去还复来”的励志名句；当心系
家国安危的文天祥被俘，临死不屈，
抒写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
照汗青”被世代传诵……千百年来，
无数中华志士用青春，用热血，用满
腔抱负写下无数令人折服的诗句，
光被千载，影响深远，激励一代代中
华儿女不屈不挠、砥砺奋进，捍卫了
道德重于泰山的思想精神。读诗人
眼里的诗人，仿佛打开了一个窗口，
让我们看到即使在网络时代物欲横
流、诗人与诗歌备受冷落的今天，诗
人们仍然不忘薪火传承，坚守心灵
与精神家园，表达人类对美、生命、
宇宙永恒的追求。庆和堪为这千军
万马中的一卒。

生活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
诗和远方。时代依然在呼唤好的诗
歌与好的诗人。

（沉沙，诗人，书画家，本名姚汝
金，先后任《中国青年科技》执行主
编、《中国海洋报》副刊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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