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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来了》
工伤保险制度有利于保障受伤害职

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妥善处理事故和

恢复正常生产，维护社会安定。因此，我

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伤保险制度。但

是现实生活中，用人单位不按规定为职

工缴纳工伤保险、工伤保险认定困难、工

伤保险待遇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层出不

穷，给本已受到伤害的劳动者又增添了

新的麻烦与困难。此外，随着社会实践

的不断变化，工伤认定中也出现了一些

新问题、新情况，对于是否能认定为工伤

存在争论。为让广大劳动者更好地了解

工伤法律知识，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因此，作者特意编写了本书。

本书以工伤纠纷中常见的小问题作

目录，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对日常生

活中的各类工伤纠纷“疑难杂症”对症

下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每一个法律

知识点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让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受益。每一个知

识点都站在读者的立场上，从具体的生

活案例出发，深入浅出，让读者能看得

懂，从而可以运用法律武器解决自己遇

到的各种难题，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我们太习惯于活在他人的眼光里，却

忘记了真正的生活就在自己手中。当你

陷入纠结、内耗和负面情绪的时候，反自

我正控制着你，但你心中一直存在着一个

勇敢而坚定、自由而强大的最佳自我。

本书是一本极具启迪性和操作性

的成长指南，是一本关于个人成长和

自我提升的书籍，作者通过真实的故

事和案例，探讨了如何发现自己的潜

力、实现个人目标以及过上幸福而有

意义的生活。书中用温暖而有力的文

字唤醒我们沉睡的内在潜能，激发我们

勇敢追求真我价值的决心。书中还强

调了积极的思维模式、自我肯定、设定

目标和坚持努力的重要性，通过对生活

中的社交、个人、精神、教育、工作、健

康和人际 7 个领域进行评估，让你深入

了解真正的自己，并给出具体、可实现

的改变方案，使你能够拥抱真实的最佳

自我。

《活出最佳自我》

D 读书札记
一

知晓吕煊，是因为他的诗歌。

翻查朋友圈，添加其微信是在

2019年5月17日下午5时30分。这

个节点，我猜想应在某张饭桌上。之

后，我们互动渐多，特别是他发在朋

友圈里的即兴诗作，清新澄澈，耐人

寻味。

2024年清明节前，收到吕煊惠

赠的《乡村新物语》（杭州出版社），才

知他已把那些或长或短的诗作归类

结集。再次展读，脉络清晰，意境深

邃，也印证了海德格尔的名言：“诗人

的天职就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

近本源之处。”

二
永康西溪，是吕煊最初成长的地

方。想当年，吕煊从故乡北上求学，

又怀揣北京大学文凭回婺谋职，即被

金华日报社相中，捧上令人称羡的饭

碗。然而，吕煊并不安分，他想走得

更远更高，又亲手将其打碎，仿佛人

间蒸发般去了省城。

有个周末，吕煊“微”我，说是下

午回到金华，想在当年聚过的苍蝇馆

里喝一杯。末了，他还客气地解释

说，文友相聚，盼我“拨冗”。

我是提前到达约定地点的，见吕

煊敲门进来，直觉告诉我，几年不见，

他已微微发福。不过，更令人刮目相

看的是，他手中捧着的是近年来陆续

出版的诗集《悲伤只是一种隐喻》《庭

院》《我就在广场南面写诗》《70后代

诗选》。

简历显示，吕煊旅居杭州23年，

不仅成功跻身“有实力的当代诗人”

行列，还斩获了几顶闪亮的“帽子”：

中作协会员、九三学社社员。

永康的民风彪悍而淳朴，永康的

吕煊热情又好客。说是小聚，上来的

却是大餐。推杯换盏中,谈兴渐浓；

觥筹交错间，话题渐深……待到醉眼

迷离时，彼此隐约发现，原来都是有

故事的老杆子，实为同道中人，顿生

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

故乡是作家的生命起源，也是作

家的精神归宿。故乡赋予每一个人

身体、物质、语言、故事、情感和心

灵。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说：“没

有故乡就没有文学。当你觉得世界

陌生，文学能帮你回到童年的村庄。”

回乡，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宗

教。“有一天我学会了独自带着白纸

来看你/有一天我把这个从小生活的

村庄过成了故乡/三十多年的空白，

留在一个叫清明的驿站/藕断丝连，

故乡的事才在草尖的低矮处开出白

花”。这首《清明的雨，只在故乡飘

落》平实、素朴，是集子的开篇之作，

没有诗歌常用的跳跃性语言，更没有

以奇巧的构思凸显清明的缠绵，但为

读者呈现了一幅关于人生、故乡和祖

先的生动画卷。

清明是一种生命交流的形式。

走得再远，都不忘为何出发。走到再

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前行路上那

些艰苦的足印。

诚如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

学院教授、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张

德明教授说：“吕煊以现代性体验来

改写传统的基于农业文明的农村经

验和乡土记忆，从而赋予了乡村世界

诸多崭新的价值期许和精神内涵，诗

歌与众不同的审美力量与诗学意义，

也因此得以鲜明地彰显出来。”

三
《乡村新物语》是吕煊旅居杭州

后，历经5年才完成的一部乡村心灵

史，剖为“乡愁在故乡飘落”“乡村大

地的行吟”“乡村诗意的呼吸”“乡村

景致的抒情”“乡村新物语”“诗评家

眼中的吕煊”6辑。

前5辑，是吕煊心中有关“乡村”

的场景记忆和情感宣泄。他凭借来

自乡村和土地的精神教养，一旦遭遇

艺术灵感，犹如干柴遭到烈火，熊熊

燃烧。而最后一辑是诗评，约占这册

集子三分之一的页码，分量很重。

一般说来，诗集出版之后才会有

或长或短的诗评。吕煊反其道而行，

集子尚未付梓，便约请芦苇岸、张德

明、程亚楠等8位颇有实力的诗评家

为其撰文造势。

《乡村新物语》没有“前言”与“后

记”，倘若不是吕煊“圈友”，或者少有

乡村生活经历的读者，估计很难理解

作者的创作历程。难怪诗评家会说，

有关“乡村”的5个章节的命名“平庸

而普适”，凸显不了吕煊诗歌“有着万

物皆有灵的想象与跳跃，有着视听触

嗅的自如与融通”的艺术特色。

敝人不才，平日又疏于读诗，诗

学识见难免浅陋。在我看来，说其

“普适”，还是妥帖的。因为当下不少

诗人所写的文字东拉西扯，晦涩难

懂，很不“着调”，只有“普适”，才能打

破诗歌“小众”藩篱，吸人眼球。至于

说其“平庸”，就更不敢认同了。我始

终觉得，吕煊的文字是诗性的，为我

们勾勒了一个田地与山丘、树木与友

邻、原乡与精神故里的诗歌背景。他

笔下的“乡村”，与其说是个体的，还

不如说是大众的，“是历史变革中曾

经存在的乡村”。

章锦水是浙江诗坛的前辈，也是

永康文学事业的“带头大哥”，常常带

着欣赏的眼光赞美吕煊这一后起之

秀。他说：“吕煊的诗歌生成状态如

同春风中放牧风筝，不管飞得多高多

远，都离不开故土这条割不断的丝

线。他的诗歌是一种深邃的眼神，总

能在一个高度打量熟悉或陌生的存

在，透过表象，抵达内部。譬如山川、

河流，譬如村庄、老宅，譬如故人、乡

音，等等。”

人人都有一个故乡。所有故乡，

都有个最大的特质，那就是“坚持的

位置，足下的土地”（舒婷《致橡树》）

和永不位移的执念。

现如今，时代的列车呼啸向前，

农耕时代的乡村生活已渐行渐远，后

工业文明一路凯歌，站在这个时代节

点上，如何用文字来表达乡愁，书写

怀旧，是每一个写作者都应思考的文

化自觉。

当然，书写乡愁，反思乡村，并非

站在原乡的角度，而应该“跳出来”站

在今天或未来的角度，审视反省，在

昔日里发现其价值，在当下里寻找其

存在。

吕煊便是如此，在不断地追索和

书写中，寻找着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营造着人生曼妙的风景。

四
吕煊是文字高手，小说、诗歌、散

文各擅其长。诗集《乡村新物语》精

美含蓄，秀逸隽永，所创造的意象好

读而又耐读。

“乡村”是相对城市而言的，少不

了为人们所熟悉的特质——村庄、田

野、炊烟、牲畜、植物、鸟兽……吕煊

的老家毗连磐安，曾经也是贫穷落

后之地。

如今，他生活工作在杭州，尽管

日常忙乱，工作千头万绪，种种光怪

陆离的非诗因素不断冲击，但依然

动摇不了他归乡的念头。在他眼

里，万事苍茫咸有意，一切景语皆情

语，“在春天学会低头向植物的根部/

向卑微致敬/幸福会从土里冒出温

暖”。

“物语”原本是日本的一种文学

体裁，中国读者最为熟知的是长篇小

说《源氏物语》。而吕煊笔下的“物

语”，意指事物的一些特性、人们的生

活习惯等，将人们想表达的意思物化

了或者说将事物拟人化了。

草木风动皆是情，生活处处可入

诗。吕煊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能够驾

轻就熟地在庸常中发现生活之美，能

以独特的眼光、跳跃的思维和奇崛的

想象，在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情景中

开掘出优雅的诗意。譬如，他去磐安

采风，在沙溪小镇见着一处玫瑰园，

便即兴写道，“沙溪是一个地名/也是

这些玫瑰寄身的村庄”“我想在这里

守着一朵玫瑰/看她的日出和暮晚/

花香装入我的行囊，花影编在我的衣

襟/在我策马飞扬时/会有一张笑脸，

守候在我的归期”（《在沙溪遇到玫

瑰》）。

“新”总是与“旧”或者“老”相

对。家中的紫砂壶产自江苏宜兴，已

伴我生活了二十多年，每每捧在手

里，都有“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之

感。同样，《乡村新物语》是诗人把乡

村物语化，重点也在于一个“新”字

——既要打破陈词滥调，又要推陈出

新。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新的语

言也预示着新的思想与新的精神。

翻读《乡村新物语》，我们不难发现，

改革开放的中国，乡村世界已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城里时兴的“高铁”

“楼道”“拼车”“检验员”“快递小哥”

等新名词，乡村都已不再陌生，至于

“焦虑的地表”“金属的坚硬”“时间的

锅炉”“刀茅的锯齿车间”“轮胎的亲

热”等，无不倾注了诗人滚烫的感情，

有力强化了乡村世界的现代性元素，

也让读者真切领略到经历乡村振兴

后的中国当代乡土世界所呈现的焕

然一新的态势与局面。

五
诗是什么？诗是诗人辨识出来

的日常。或者说，诗人对生活的辨识

度、与万物的联通度，决定了诗的厚

度。

人生五十始青春。我们完全有

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吕煊一定

能写出更富诗情画意的佳作，为自

己，也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
——读吕煊诗歌集《乡村新物语》有感

□潘江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