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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是生命的线条 
 
 
 

——蒙古族诗人韩辉升诗作谈 

 
 
 

杨匡汉  田泥 
 
 
      韩辉升身上流动着北方蒙古人的血，直率而豪放，但透过他的诗，我们又感受到了纤细、敏

锐、柔美的一面。他已有20余年的诗龄。笔耕不辍，多有创获，先后出版了《人生，我的思

索》、《感悟人生》、《心灵灵痕》与《十行抒情诗歌》等多册诗集，都是诗人心灵的独白，也

是对生命的思索。 

 
      诗人自述：“诗是诗人心灵之树上开的花，理想空间上飞的鸟，感情之叶上缀的露。”诗人

心性与精神守望的生命形态的展示，成为韩辉升诗歌表达的主旋律。他对生命存在充满感性的描

述，灵动、开放，颇有审美情趣。《深入》这样写到：“深入一株树里/以我的热血/补充树木的

体液/用我的思想/把每一片叶子镀亮/靠我的骨骼/充实那些弱枝/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双脚/能与

树合为一体/获得扎实”；在《心灵一片芳草地》中如此咏唱：“踏青的最好去处/便是走进自己

的心灵/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芳草地。”在《心灵之约》中如此感悟：“人生便是一个不断赴

约的过程/有相聚有分离/来去匆匆/有履约有违约……不可或缺的是从心灵走向心灵。”在《独行

江岸》中又临风抒怀：“风，抓起浪花/如琴弓抓起音符/在夜空中轻飏/每一步江岸，都是新途/
相伴依旧的只有月亮/风的琴，横在两岸之间/我的江，斜在肩上/像风一样我唱我心中的曲子/哪
怕/终生无知音造访”。这些都是诗人发出心灵震颤的声音。 
 



      思索使诗人获得了力量与自信。力量与自信又总是伴随着对生命主题的追问和对自我价值的

诘问，这也使诗人自身的内在精神更强大起来。 

 
      一般来说，重视思索的诗人都注重在诗里渗透哲理与精神理性，问题更在于如何写，如何表

达，如何寓哲理于诗。韩辉升则善于通过童话般的寓言、拟人式地表达哲理性的思索。《心灵灵

痕》中的《经验》、《童话》、《鸡的翅膀》、《花与花》、《猫与猫》就是以隐喻的方式表达

了诗人的真知灼见。如《鸡语》：“可我弄不懂的是/身上揣满金子的人/却能越飞越高。”又如

《守望》：“一片云对一片云的守望中成为雨露/一朵花对另一朵花的守望中成为青果/一句话在

对另一句话的守望中成为诺言/一把锁在对一把钥匙的守望中成为锈铁/一只狐狸在对一只鸡的守

望中成为猎物/一只猫在对一条鱼的守望中错过老鼠”。这些表述显然比干巴巴地在诗里塞进理念

与信条更见诗性智慧。 

 
      思想者不仅面对内心，还要面对客观的现实世界。细读韩辉升的作品，不难发现，形而上的

精神思考与形而下世俗的关怀统领在他的诗歌中。众生的生存环境、生态环境引起了诗人高度的

警觉与忧患意识。 

 
     《地球》有这样的诗句：“总觉得地球像一只苹果/挂在哪个枝上……我们这个苹果很好/请
外星人不要轻易拿去吃掉/构成苹果的每一个细胞/也不要异化成病灶/自己把自己的世界毁掉”，

大胆地将地球比喻为苹果，写出了对我们所生存的环境的关心与担忧。《树木被烂伐之后》中直

言：“诗歌来到这里/绞尽脑汁/只吟出一个‘慌’字”。《老人与狼》、《野鹿》、《虎死了》

则是对生态变化的担心，如《野鹿》中“你是这里最后一只野鹿了/你是这里最后一丛奔腾的花朵

了”，《虎死了》中有：“活着的/变成了温顺的猫/向猎人媚笑”。诗人无疑充满了对环境的保

护意识，也显示了自己直面现实与干预生活的勇气。 

 
      徐志摩曾说：“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章节的匀整与流动。……”我们可以这样理

解，韩辉升的写作秘密就是将心灵深处触及生命与意志的形而上的精神思考与形而下世俗的关

怀，思索成为了心灵的动力，也是生命的线条。诗从深刻的生命本体的体悟、生存环境的思索，

伸展为精神的困惑与难题的思考。诗化的心灵追索充满了激情与美好的期待，显示了诗人坚守艺

术精神的立场。诗人的几部诗集，质朴、真挚，是经过生活历练的智慧结晶，也是生命季节的轮

换在心中留下的印痕与经验。印痕与经验是由诗歌化成，摇荡性情，定会动人于不知不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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