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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佳玲 实习生�沈霞

“从没想过唐诗还可以这样读。 ”这名中

学生在新华书店，手捧《唐诗素描》饶有趣味

地讨论着。

阅读唐诗，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心境。

有的人喜欢摘抄在笔记本上，有的人爱好写

读后感，而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作家曾冬却

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自己对唐诗的

一往情深。 他以原诗为载体，把凝练的诗词

扩展成浓酽散文， 仿佛一张张精美的画卷，

再现了唐诗的意境、韵味和形象。

2010年 5月，曾冬的散文集《唐诗素描》

出版， 旋即风靡全国，30多篇文章被多个省

市的《语文》教材选用。 一位叫陶子的网友表

示：“我讲课的时候到处在寻购《唐诗素描》

的 CD，曾先生真是想到我们心里去了。若上

课时能让学生听听看看读读，那语文课是多

么美丽啊！ ”新化一位年轻的乡村女教师给

曾冬写信说：“感谢你多情而灵动的笔，给我

的课堂也增添了许多灵感和快乐。

与曾冬交谈， 他始终保持一个姿势，安

静地述说，偶尔回应一个淡淡的笑。 他是一

个有浪漫情怀的人，否则不会在无数个日日

夜夜里，拒绝喧嚣尘世，把自己交给诗歌。

曾冬喜欢用“阳光”“静谧”“远方”“温

暖”等轻快的词语。 这些一惯常用的意象，经

过感情的联络，在字里行间发散开来，就像

夜来香浓烈。

最初写诗，曾冬笑言，一半是为了打发

无聊的时间， 一半是为了抒发青春的悸动。

为诗歌劳累的日子，有快乐也有感慨。 1987

年他的处女作在《湖南农村报》发表。 开心的

他拿到稿费，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消息告诉

父母。 最后，为数不多的稿费竟全都报销在

车费中。

创作《唐诗素描》， 曾冬说只是一个偶

然。 1997年的一天，他在书店买到一个非常

精致的笔记本。 满心欢喜的他一心想在这个

漂亮的本子上记录一些优美的文字。 书桌

上，一本翻开的《唐诗三百首》恰好给了他灵

感：在学校读书时，老师讲解唐诗宋词，只是

对原诗的诗义作简单的翻译，学生很难深入

理解古人的意境。 于是，曾冬按照自己对唐

诗的理解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枫桥夜泊》等 5

篇散文。 由于是一时兴起，写完之后，曾冬便

把笔记本搁置一旁。 半年之后再次翻出，自

己也被当时的文字和创意深深打动，才萌发

了继续创作的念头。就这样陆陆续续写了 10

几年，120篇。

读《唐诗素描》如同在唐诗里旅行，仿佛

一步一步走近唐朝的诗人们，看到一个个鲜

活的灵魂。 纵然时空相隔，山遥水阔，却仍与

千载而下的我们共享喜怒哀乐。 在众多诗人

中，曾冬认为，自己最有共鸣的是王维。 他

说：“时光如水，春芳消歇；滚滚红尘，风流总

被雨打风吹去。 真的好想做一个隐者，从此

万念皆寂，醉卧山间，不究世事。 惟把这份淡

泊，这份淳美、这份幽静而飘渺的景致，留在

生命的最深处。 ”

《凤凰周刊》执行主编师永刚称“曾冬

所撰述的新唐诗重新打通了一代人与唐

代诗风的通道”。 继续写作热情，曾冬目前

正着手《宋词素描》的创作，已完成了 50

余篇。

手捧曾冬的《唐诗素描》，最初被“素描”

两个字打动了。“素描”是一个具有艺术气质

的词眼，对艺术进行朴素却灵性的描摹。《唐

诗素描》一部这样的作品，质朴纯粹，却诗意

唯美，是承载是诠释，也是创作。

曾冬是诗人，他对唐诗的解读里，总有

无尽的诗意。 李白的《送友人》“挥手自兹

去，萧萧班马鸣”总会给我们一种离别的感

伤与失意。 曾冬则用他独有的诗意来诠

释———“终于要分手了。 一个人望着另一个

人，不说话，只把一颗心，装在另一颗心的

心里。 一匹马望着另一匹马，萧萧长鸣，眼

里是无尽的哀伤。 挥手的刹那，有雨，打湿

了春天的背景。 ”人和人相望，心装在心的

心里。 马与马相对，长声嘶鸣哀伤无尽。 这

等解读，竟比原句更添牵挂与哀婉。 更难得

的是， 他还为这份离别渲染了一抹似淡还

浓背景，悠远，疏淡，却韵味绵长。 李商隐

《花下醉》里“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

残花” 的诗句颇值得玩味。 且看曾冬的摹

绘：“客散酒醒后， 空气里只留下无边的静

寂和孤独的馥郁。 沉默的花朵是天堂的语

言，在深夜，铿然有声……每一瓣残花，都

是一朵枯萎的月光，遁隐在大地的掌心。 ”

“赏残花”三字，居然被曾冬置于这样纯美

的意境， 这样的诠释竟让以绮丽精巧著长

的李义山也输了半分。 只有诗人的语言才

能有如此张力，这已不再是单纯的解读，而

是承载了更多的审美信息， 让诗句有了更

多可以供我们咀嚼回味的余韵。

曾冬还是画家， 寥寥几笔， 便画意浓

稠。“那弯浅浅的月跌进了河对面的山坳。一

只乌鸦凄凉的鸣叫越过夜空，溅落了满天的

寒意。 薄薄白白的霜就铺满了船舷。 一位诗

人独立船头，他长长的胡须已被秋天染白。 ”

这是对张继《枫桥夜泊》里“月落乌啼霜满

天”一句的阐释。 仿佛天地间有了偌大一支

画笔，山坳，弯月，寒鸦，孤舟，羁客，一一呈

现。 再轻轻一抹，浅淡的黄，落寞的灰，凄清

的白，逐一点染。 同样写月，在解析孟浩然的

《宿建德江》里，曾冬这样写：“半瓣弯月，蹑

手蹑脚地爬上船梢， 偷偷望了望水中的倒

影，然后，又有点害羞地拉过一片浮云，遮掩

住半个身子。 ”仍是字字画意。 只是，似乎不

再是画那无情致的月儿，而是信手几笔将一

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清丽女子勾勒得韵致

楚楚。

曾冬还应该是音乐家，宫商徵羽，起承

转合，音韵动听。 来看他在《渭川田家》里的

句子：“雉鸡不知是耐不住寂寞，还是被这温

馨的场景感染，也细着嗓子，躲在屋后的林

子里，轻轻叫了一声、两声……麦苗经不住

诱惑，支棱起翠绿的耳朵，把身子抽了又抽，

抽了又抽，仍没有接住雉鸡递来的情诗。 于

是，只好含羞地低着头，顺势滚进了轻风的

怀里。 ”蕴藉而俏皮，像谭盾的音乐，萃取最

灵动的声音来描摹大自然。

《唐诗素描》，曾冬向我们呈现了一种不

一样的读法，灵性，饱含张力。 品读这本素

描， 仿佛李杜元白义山飞卿一个个携手而

来，有让人领略不尽的风物。

玉溆花争发，金塘水乱流。

相逢畏相失，并著木兰舟。

———崔国辅《采莲曲》

一滴露水宿在荷叶的掌中，被早起的阳

光唤醒。 在江南一丘随处可见的水塘边，莲

花从绿如碧玉的田田叶片中伸出头，揭开了

红红的盖头，争先恐后地展示着自己的纤纤

娇姿。 一只蜻蜓飞过，水一样的翅膀比空气

更透明。

有彩裙和笑语隐入莲中，不见了。 哪一

片幸福的叶子，收藏了她花季的背影？ 采菱

的小船，穿过池塘，摇碎了粼粼金光。从这边

钻到那头，又从那边寻到这头。 隔荷相望的

爱情，扰动了一池清水。 心慌意乱的水拥挤

着漫向四方，又被软软的堤岸挡了回来。

终于，两只小船被水推到了一起。 手撑

竹篙的小伙，眼神躲躲闪闪，四顾流连；轻摇

瘦橹的姑娘，眉含羞色，欲语还休。她就是那

朵梦中的莲吗？ 再多的春天，只装一个在心

里就可以温暖一生；再多的莲，也只采自己

遇到的那一朵，有缘的那一朵，喜欢的那一

朵！

两只舟影，一左一右，脉脉含情，又双双

相拥着没入了荷塘深处。从某片荷叶的绿伞

下，一首采莲的民谣浅浅飘出，被多情的风

拾走了。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王维《新夷坞》

冬天似乎是在一夜之间逃逸的。 这个早

晨，大地被一阵久违的鸟鸣唤醒。

有一些草， 勇敢地钻出了泥土的棉被，

刚想舒展一下身子，就被一阵匆匆而来的春

风撞了个满怀。

树杪上，辛夷的花蕾，在每一株枝条的

末梢露出了含羞的表情。 阳光等不及打声招

呼，手忙脚乱地握住季节的彩笔，为她们打

上了让万物惊艳的点点口红。

远远望去，那含苞欲说的萼嘴，仿佛江

南水乡才露尖尖角的荷花，又如一群盖着红

纱巾的少女。 她们会把积蓄了一冬的心事，

说与轻风和流水吗？

那天，我听到了春天心跳的声音。

溪涧也在山的拐角处活跃起来， 叮咚的

音乐，敲碎了一山的清寂。 白云躺在山腰上，

痴痴地听着，听着，竟悠然地睡了；一尾鱼伴

着旋律跳起了舞， 今年， 也许它会再次随溪

水，漂泊远方。

野径无人，空山无语。 比天空更纯洁的

花朵，点燃了山野的安谧。 在远离长安的辛

夷坞，没有人看到，一些花悄悄地开了，又悄

悄地落了。 时光的手掌，没能接住这些落寞

的词语。

一只多情的鸟赶来， 衔起一朵落花，它

能读懂，这首春天的情诗么？

曾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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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描 唐 诗

———读曾冬散文集《唐诗素描》

郴州市八中 王亚

□书评

●他的书被多个省市的语文教材选

用， 成为了语文老师的精品教案和创新

作文的经典范文。

●他对唐诗的另类解读， 激发了许

多学生学习唐诗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