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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多水得不行
2、雷老湿现在已然诗歌明星，诗界偶像。对于他诗歌的大地性、内抒性，我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但
他对于诗歌的经营，对待诗歌的严肃态度，我觉得相较之下还有很大的不够。
3、作者的灵魂与土地的交流，与死者的交流，与命运的交流，令人震撼。
4、读过雷平阳的其他诗，这是看的第一本集子，很震撼心灵，中间也有些小谐趣，真实的生活，也
有对人自己的反思很好的文笔与思想。
5、诗歌小圈内，吹吹捧捧，甚是无趣。也或许是我没有耐心读的原因吧。
6、跟上一个集子比选诗差别不是太大。后面有一部分散文，和他的诗歌有许多共通的地方。云南是
一个神奇的地方。
7、值得推荐的诗集，雷平阳的诗句简朴中见冷血和激情，他有一双观看时间的眼，也有隐藏不住的
激情。
8、云南意象
9、记着，每一个消失的面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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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并不敢把自己写的叫做书评，只是读后的一点点感想，写的棒极了！每一片土地都有着自己的秉
性，长于斯的人或多或少都会产生情感。对于西南边陲一隅的人们来说，好在还有于坚和雷平阳这样
的诗人为这片土地书写。于坚用散淡的文字纪录着昆明生活的点点滴滴，一种昆明生活特有的恬淡气
息，一种被无情现实摧残，重拾起记忆中家乡的执念；而对云南这片更为广袤土地上风物的纪录，雷
平阳用雄浑的文字写就，同时，也将目光聚焦这片土地上形形色色之人。《山水课》收录了雷平
阳1996-2014年的诗歌与随笔，从开始到末尾，感到诗人内心的悲愤越来越重。他写云南的景。从热带
边境勐巴拉娜西，去往苍山洱海感受下关风，途径碧水湍急的金沙江，再到充满原始神力的基诺山，
深入佤族秘境司岗里，一路探索了云南的本源。作者的组诗颇见笔力，云南的夜晚丛林的黑与光，动
与静，边陲小镇上的快与慢。这是一堂山水课，我们先同他走踏上这片土地，跟随他超凡的想象力，
领略了云南的雄奇壮阔。其实，他的平常而不凡的文字同时也将我们从现实的图景引领到了对人事的
洞察。他写云南的人。都是些日常的文字，读来平淡，勾勒出了这片土地上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还
有些小趣味。早晨昆明上空飞机上的乘客，你们是否收到了来自陆地人们向你们发出“早安，昆明”
的问候？好奇那位在虹山新村准时进行压腿锻炼的人，是否已经将自己掰成超过极限的圆弧？来到高
原的人们是否沐浴到了冬日的暖阳？平淡恬静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没有痛苦与挫折怎能构成完整的人
生？他在诗中也常提及的死亡，虽然我们没有日日经历生离死别，但谁又能说我们那一天不是生活在
它的阴影之下？杀狗的时候，才看得出人心残酷之极致。当给父亲出殡时，回忆点点滴滴，仿若隔世
，守着亲情，守着传统，也守着对生的执着。因为花开花落，生命又开始了新的轮回。文字是诗的骨
肉，而内含的思想是诗的灵魂，没有灵魂，诗便欠缺了自我升华的可能，也无法带领读者在尘世之外
的空间反观自身，思考大地上发生过与正在发生的。“生如五谷土生土长，去如八仙云卷云舒”，人
生一回的完成时刻，家乡土地的精髓也完成了与其居者融为一体的过程，这便是“为天地立言”，诗
人通过立言，将心托付给了他所迷恋与悲痛着的一切。对当下的关照不仅是生命，那些奔涌的江河与
文字也有着自己的命运。“腰斩”已经是一个充满着血腥意味的字眼，当把它用于在大地奔流的澜沧
江身上，那是一种怎样的悲剧？那些在江上写过诗句的诗人们会报以怎样的心情？作者在滴血流泪，
谁还能看见？难道这种悲痛如此无力，没有更多人能了解？一些人在路上走丢，失了灵魂，没有了过
去，未来在哪里？我们是否还受得住祖宗留下的东西？“什么是末日？”冬至日他感受到了怎样的惶
恐与不安？“一摞摞书山倒塌雨水泡硬了屈原，苏轼则被风暴卷去了海南⋯⋯白茫茫的心，怎么也找
不到桃花源”现在的一切似乎都在混沌状态，对过去少有怀念，而对未来也不知用何迎接，在一波波
前进的浪潮里，我们失去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雷平阳笔下的云南有原始也有温暖的味道，诗句间
充盈了对这片土地的痛心与悲悯，胸怀传统丧失的隐忧与悲恸。当所有人都被疾风裹挟向前时，他选
择静守一方沃土，“把诗歌当成了目的地⋯⋯静静躺在诗歌的船舱里大江东去我仍在白茫雪山之下耳
朵贴着经幡，聆听滴水的声音”。不知是否还有人愿意携手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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