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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愁予：远方在我的背包里

2016年3月，《郑愁予的诗》出版，这本诗集
一问世，马上受到热捧。

郑愁予，当代著名诗人，台湾中兴大学毕
业，中国海洋大学驻校作家。他的《错误》《水手
刀》《残堡》《小小的岛》《情妇》《如雾起时》等
诗，令人着迷陶醉。

在郑愁予先生看来，人天生就是跟诗有关的
动物。

1954年，因为作品《错误》中的一句“我达
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
客”，郑愁予声名鹊起，被称为“中国的中国诗
人”。

一
如今，昔日的青年诗人已经是一位83岁的老

人。
就连郑愁予也很难说清楚，他的故乡到底是

哪里。
他生于山东济南，简历上写着祖籍河北宁

河。抗战初期他住在南京，随战情移居北京，后
赴台湾，在美国又住了 50年，退休后定居金门，
经常到大陆各地游览。

1937年 10月，郑愁予 4岁，曾跟随军人出身
的父亲在南京居住。后来，父亲从陆军大学毕
业，前往湖北抗日前线，郑愁予和母亲开始了逃

难生涯。他们从南京到山东，再到河北，这一路
上，他经常听到“达达的马蹄声”。

这句看似优美的诗句，实际上来自于逃难路
上听到的马蹄声，惊惶、危险、神出鬼没。“有一
次，我听到背后有马蹄声传来，同行者赶紧把我
拉到路边，我一看，是几匹战马拉着炮车跑过。”

这种令人惊心的马蹄声成了郑愁予记忆的一
部分，他把它写进了《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这仿佛是对流浪
命运的一种诠释。郑愁予的人生是漂泊的，这让
他一直在寻找和确认着自己的故乡，但他发现，
他的一生，故乡是流动的，他说，“我的乡愁就在
我的背包里，到哪里我都背着它。”很显然，他的
诗、他的远方也在背包里。

晚年的郑愁予定居金门，按照族谱，他应该
是郑成功的第11代孙，回到先祖收复的土地，这
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二
时间会改变某些东西。郑愁予几乎亲历了中

国新诗近几十年的变迁。1951年，郑愁予的《老
水手》 发表，引起了台湾诗歌界的关注。1954
年，《错误》发表，一时间，整个儿台湾几乎都在
传唱“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
人，是个过客”。后来，这首诗在大陆也火了，还

被收进了多种教科书里。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经对诗歌饱含热情，这

一点从大陆与台湾的诗歌发展历程都能看出来，
只不过，近些年来，诗歌逐渐成了一门冷僻的艺
术。

诗人们盼着诗歌的复苏，郑愁予尤其如此。
郑愁予说，人天生就是跟诗有关的动物，一有闲
暇，就会去追求这种文字的排列之美。

在郑愁予的印象里，写诗的人之间，是一种
最纯的爱。眼下，这种爱正在复苏。

这种美好的、感性的认识如同文学评论家理
性的预言：当中国人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人
们将更加了解诗歌对性灵的意义，人们对诗歌的
喜爱终究会回来。

三
在郑愁予的身上，能感受到一种属于旧时的

气质。这与他的阅读与经历有关。
逃难时的郑愁予曾经在很多小学读过书，曾

经在乡下的私塾里背过古文，母亲也曾亲手教他
古诗词，“我小时候就喜欢诗、词，辛弃疾我最喜
欢，但我性格中豪迈、婉约两方面都有。”郑愁予
说。

后来，郑愁予又接触了新诗，当时他堂兄弟
有许多手抄的新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郑愁予都
一一读过，并深受影响。

这导致很多人从郑愁予的现代诗中读出了古
典韵味。

郑愁予的一生都与诗有关，他却不想深陷其
中，在大学时，他选择读应用数学统计科。

“我的同学第一志愿都填台湾银行，我就选了
基隆港务局，我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唯一的
目的是要去海港。”郑愁予说，这并不意味着他放
弃文学，在他看来，接触现实生活，才是现代主
义诗歌的养分。

“我写作完全是自发的。我在基隆港务局主动
要求和码头工人一块干活，非常快活！我有时候
带着本子对着海，写诗。”满头白发的郑愁予说起
当年，神采飞扬。

这是一个老人，但你能时刻感受到他身上年
轻的特质。如今的郑愁予，每天依然喝酒、读
书、写字、作诗。

他已经 83岁了，但他的人生依然像 20岁一
样，充满诗意。 据《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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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易经》

雨润过
飞白
蓝天在

裱褙

整张下午
柳枝老是写着

一个燕字

而青虫死命地读
蛛网那本

线装的《易经》

生门何在
卦象平平

错误

郑愁予的诗

第21个“世界读书日”刚刚过去，可我
们被唤醒的读书热情还要像春末的阳光一样一
路热下去。读书是美丽的，读过的书和阅读的
享受，像吃过的佳肴、喝过的美酒，每每让人
回味。虽然网络世界无所不能，信息纷扰无处
不在，游戏诱惑、工作繁忙，这都不是你远离
书籍的理由。真正热爱的人，总是会把别人刷
朋友圈时间放在读书上。让我们一起来读书
吧！张炜的《寻找鱼王》、殷健灵《致成长中
的你》 等，读书总会让你丰富心灵、收获人
生。

《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
王义桅 著 人民出版社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伟大倡议和国
际合作公共产品，既面临着全方位开放机遇、
周边外交机遇、地区合作机遇、全球发展机
遇，同时也面临着地缘风险、安全风险、经济
风险、道德风险。王义桅编著的《一带一路》
对此做了辩证解读，体现在：一是理念革新：
共商、共建、共享；二是理论创新：经济发展
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三是方式
崭新：从“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
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发展为“五
体”——文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
体、安全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充分展示了

“世界养育中国、中国回馈世界”的主旋律。
《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

菠萝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人为什么会得癌症？化疗、靶向治疗和免

疫治疗分别是什么？为什么免疫治疗新药能治
愈晚期癌症？癌症流言哪些靠谱，哪些不靠
谱？留美一线科学家菠萝深度解读癌症！本书
是每个人都应知晓的预防、治疗恶性肿瘤的实
用科普力作。

《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
第2版）》 潘富俊 著 商务印务馆

本书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
世界。作者以近半个世纪的研究，还原几千年
来文人笔下的植物原貌，解析不同时代有着不
同名称与寓意的植物面貌，并找出植物引进中
国的脉络，同时分辨虚实，厘清文学作品的写
实与想象。

《森林里的小火车》
彭学军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罗恩去乡下的舅舅家过暑假，在荒野间与

一条废弃多年的窄轨铁路不期而遇，进而发现
了藏匿在洞里的蒸汽机小火车，并对这种有着

“工业革命活化石”之称的古老机械迸发了异
乎寻常的热爱。渐渐地，父辈和祖辈与这条铁
路相关的故事浮出水面。一条铁路，一列小火
车，三代人的期冀与守望，给人以多重思考和
醇厚的回味。

《敦煌石窟艺术简史》
赵声良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本书集合了最新的材料与研究成果，在强
调学术性的同时兼具可读性，并精选大量配合
各章节内容的插图，注重图文互证，在语言和
叙述方式上更偏重青年读者的阅读习惯。

《将军胡同》
史雷 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泡茶馆、看京戏、斗蛐蛐、养金鱼、熬酸

梅汤、耍猴猎獾，在京腔京韵的故事中感受老
北京的趣味童年，回到那段让人向往的民国往
事；透过姥爷一家、图将军一家、秀儿一家三
个不同阶层的家庭，去体悟老北京的鲜活画
卷。作为一部抗战题材作品，本书没有直接去
写硝烟与战火，而是通过儿童的视角来观察和
体会这一切。

《致成长中的你——十五封青春书简》
殷健灵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殷健灵在本书告诉你：当你从镜子里面对

自己的时候，希望你不仅仅悦纳自己的容貌，
还要悦纳自己的心；上学不单是为了将来我们
能有一份满意的工作，更为了在与别人的相处
中发现自己，完成真正的成长。青春的日子无
论多么乖戾、狂乱、惶惑、郁闷、繁复、单
调、枯燥，都会变作一笔定期储蓄，等你年老
时来享用。

《寻找鱼王》
张炜 著 明天出版社
张炜的《寻找鱼王》是一部纯净唯美、带

有幻想色彩的儿童文学作品。作家为小读者还
原了一段被人遗忘的民间历史，为孩子们书写
了一个富有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传奇故事，令
小读者在富有民俗韵味和地域风情的故事中，
体味爱与生命的深远况味。

《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
张丁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左权、吉鸿昌、张自忠、戴安

澜、蔡炳炎、 谢晋元等抗战先辈的近百封家
书及其背后的故事，鲜活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
民长达 14年的抗战心灵史。其中既有热血男
儿从沙场写给亲人的绝笔，也有严父慈母对子
女的叮咛；既有兄弟之间的同心同德，亦有恋
人之间的款款深情……重读这一封封感人肺腑
的抗战家书，令人动容。

《唐宋家具寻微》
扬之水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两宋是养育“士”气，即士大夫之气韵的

一个黄金时代。士人在世俗生活中，以山水、
田园、花鸟，以茶以香为语汇，用想象为自己
酝酿了一个独立的小天地。宋代家具式样，特
别是士人居室陈设的品位更深入影响到后世，
其中蕴涵的对“雅”的定义，被诗和画携带着
浸入新的时代，而为明代家具奠定了继承与创
新的基础，使它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走向中国
家具史中的发展高峰。

本书目由市新华书店马路街购书中心提供

把刷朋友圈的时间用来读书把刷朋友圈的时间用来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