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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1，王勇(菲律滨)
《吹吹风》里的三个意

象 ：晾 衣 绳 上 的 衣 裳 、伸
展 双 臂 挂 在 高 空 的 自 己
( 也 同 时 隐 喻 自 己 就 是 晾
衣 绳 上 的 衣 裳)、守 护 原
野 的 稻 草 人 ，从 晾 衣 、悬
挂 的 自 己 之 当 下 到 童 年
的回望，再到切肤的风之
鞭 打 ( 吹 袭 )，然 在 作 者 的
意识里，吹袭自己的不是
风而是远方的海，而远方
的 海 正 是 离 散 异 乡 的 诗
人思念的故乡所在。

这是一首有着现实寓
意的怀乡诗，诗人通过远
方 之 海 隐 喻 来 自 海 洋 的
热带季风的‘’鞭打‘’，唤
醒 自 己 也 许 因 子 女 入 地
生根后日益淡化的乡愁 ?

华人移民诗人无论移

居异乡多远多久，那怕其
心 理 意 念 已 从 落 叶 归 根
过度至落地生根，但潜意
识 里 的 思 乡 情 怀 仍 会 时
不 时 地 流 露 在 各 种 各 样
的生活日常中，这才凸显
出 华 族 文 化 的 内 在 影 响
及其顽强的生命力。

2，庄晓明(江苏)
《吹吹风》一诗意象之

间的过渡非常巧妙，若即
若离，显示了诗人高超的
艺术手腕。

全诗由晾衣线上的一
件风中飘荡的衣裳发端，
诗人不由联想到，自己的
内 部 也 有“ 潮 湿 ”的 地 方
需要晾干，自己也需要像
晾 衣 线 上 的 衣 裳 一 般 ，

“伸展两臂”，让“天空”的
风 吹 拂 自 己 。 由 自 己 这

“ 伸 展 两 臂 ”任 风“ 晾 干 ”
的形象，诗人又自然地联
想到童年的“稻草人”，并
进 一 步 联 想 着“ 稻 草 人 ”
仍在守护故乡“青绿的田
野”。

如同音乐的一系列变
奏之后，诗思又回到孤独
的诗人自身，风仍在吹拂
着他，但他的思绪已随风
飘荡得很远。他感到，现
在“ 鞭 打 ”他 的 ，不 是 风 ，
而 是 风 引 出 的“ 远 方 的
海 ”。 这“ 远 方 的 海 ”，理
解为失落的故园，或失落
的理想，都可以。

3，椰子(菲律滨)
古代的诗词通常是可

以用来谱曲吟唱的，所以
叫 诗 歌 。 张 学 友 演 唱 的
一首著名的歌曲〈想和你
去 吹 吹 风〉，其 中 最 动 情

的 一 句 ：“ 和 你 再 去 吹 吹
风/虽然已是不同时空/还
是 可 以 迎 着 风 ”，似 乎 唱
出 了 诗 人 王 仲 煌 在 穿 透
时 空 时 的 那 种 惆 怅 。 美
国 民 谣 歌 手 鲍 勃 · 迪 伦
因 把 歌 词 创 作 得 富 有 诗
意 而 荣 获 得 诺 贝 尔 文 学
奖。由此可见，诗与歌是
息息相通的艺术表现。

在《吹吹风》这首韵律
如歌的优美短诗中，跳跃
的 意 象 ，精 巧 的 抒 发 ，彷
彿 将 情 绪 带 到 故 乡 那 广
阔的田野，去怀抱山野绿
荫和明月清风，思恋之忧
得 以 淋 漓 尽 致 的 释 放 。
末 句 ：“ 鞭 打 我 的/不 是
风/是远方的海”，让诗意
升 华 ，脱 离 平 庸 ，予 人 深
思。不是风，是远方的海
吗 ？ 其 实 ，海 鞭 长 莫 及 ，
要是没有风，海又如何鞭
打？一个否定句，突显诗
人欲寄语的大海意象，那
才 是 思 潮 澎 湃 源 源 不 绝
的源头。禅宗公案中说：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
者心动。

4，吴青科(福建)
在 这 首 诗 里 ，诗 人 渴

望 一 种 漂 浮 的 状 态 。 这
种 状 态 与 眼 前 之 物 没 有
直接的关系，似乎被精神
的 原 乡 从 遥 远 处 牢 牢 牵
挂着，这种牵挂是一种强
劲 而 莫 可 名 状 的 力 量 。

“吹吹风”，无论从动作还
是 语 言 上 都 是 一 种 自 我
放松的暗示或遐想，但同
时 又 清 晰 地 承 受 着 一 种
精 神 上 的 向 往 ，而 鞭 打

“ 我 ”的 则 是 来 自 于 遥 远

的想像。
与“风”的虚无、纤细相

比，“海”属于无法被衡量
的巨大存在。它象征着一
种原始的记忆或者意识。
这种记忆和意识，可能是个
人性的、也可能是集体性
的，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的
是，它始终处于一种追逐的
状态而无法企及。相比于

“海”，“风”的重要意义似
乎容易被忽略，但真正造成
这种精神干扰的力量正是
无处不在、随时可能发生的

“风”。因此，“风”往往成
为人类情感波动的直接动
因。

5，刘正伟(台湾)
菲 华 诗 人 王 仲 煌 的

《吹 吹 风》诗 分 四 段 十 二
行：二四二四行。诗人由
近 而 远 ，像 蒙 太 奇 手 法 ，
充满跳跃、运镜与跳接的
想像。首段二行是“晾衣
线 上/一 件 衣 裳 飘 荡 ”映
入眼帘的近景，一件衣裳
飘荡，隐喻的是孤单的自
我，在风中飘荡的自我。

第 二 段“ 我 也 得/吹 吹
风/伸 展 两 臂/把 自 己 挂 到
天空”，呼应了第一段，诗
人的心情一定积累了很多
的孤独或鬱闷，想如晾衣
线上的衣裳一样，高高掛
在天空，让心情晾乾，让忧
鬱远扬，急需转换好心情。

第 三 段“ 童 年 的 稻 草
人/仍 守 护 青 绿 的 原 野 ”，
诗 蒙 太 奇 的 镜 头 跳 接 进
入童年的美好回忆，童年
的 稻 草 人 仍 旧 守 护 著 青
绿的原野，那些记忆中的
美好童年是永不消失的，

正如乡愁是永恒的。
第 四 段“ 一 下 二 下 三

下/鞭 打 我 的/不 是 风/是
远 方 的 海 ”，诗 人 或 许 是
住在海港或海边，可以听
到 海 浪 波 涛 的 衝 击 拍 打
声 ，為 何 海 浪 声 是 鞭 打
呢 ？ 或 许 是 来 自 远 方 故
乡的海浪，催促著返乡的
呼唤声，或许是自我的内
疚 、亏 欠 、鞭 策 声 。 那 些
对 故 乡 的 乡 愁 化 作 海 浪
衝击声，像鞭子一样不断
责备，永恒地鞭打著异乡
的游子。

啊 ！ 一 切 的 抑 鬱 ，原
来是无尽的乡愁。

6，李燕琼(福建)
“吹吹风”本身是一项

放松心情的举动，于众多
人而言，想要“吹吹风”的
前提大多是心情郁结，心
事环绕，这不免让读者思
索 诗 人 是 否 亦 是 如 此
呢？细细品味之后，诗人
孤 独 的 身 影 似 乎 从 字 眼
中浮现出来，令人心随诗
动。

“晾 衣 线 上/一 件 衣 裳
飘 荡 ”，这 本 是 生 活 中 的
常见情景，但量词“一件”
却 让 人 不 由 觉 得 有 些 许
落寞，晾衣线上只有一件
衣裳在独自飘荡，这彷彿
成了一个孤单人的缩影。

诗 人 由 景 及 人 ，“ 我 ”
也如这件衣裳一般，至于
天地间“吹吹风”，天空之
大，“我”的身影该有多渺
小，以大衬小，小更小。

“ 童 年 的 稻 草 人/仍
守 护 青 绿 的 原 野 ”，这 如
同“ 我 ”内 心 深 处 还 在 守

护着童年的记忆，即使现
在 身 处 异 乡 ，但 是 对 童
年，对故土千丝万缕的思
念是无法忘怀的，依旧被

“我”守护在心田。
“ 一 下 二 下 三 下/鞭 打

我 的/不 是 风/是 远 方 的
海”。吹吹风本是柔和之
举，但未曾想最后想要放
松的自己，却被远方的思
念所“鞭打”，这力道，这动
作，彷彿在告诉读者这份
思念有多刻骨铭心，一想，
便会引起髮肤随之而动。

整首诗带领读者进入
了诗人心灵深处，去体味
他的所见所想所感，情随
事迁！

创作感言:
诗的酝酿
(王仲煌)
我发觉写诗有一个了

不 起 的 功 能 ，想 写 诗 ，常
是 出 于 内 心 与 外 物 碰 触
起了波动，这时候如能静
下心来体会，往往能溯源
到 内 心 的 本 來 面 目 与 外
物 的 因 缘 ，如 此 ，心 灵 得
于不易迷失。

有一天我莫名其妙心
情 沉 重 ，闷 闷 不 乐 ，虽 然
自我有所觉察，然而仍陷
于“ 此 情 无 计 可 消 除 ”状
态，这个时候，偶然举目，
看 到 一 件 衣 裳 在 一 条 晾
衣线上，被风轻飘飘地吹
荡着，突然心生羡慕起來
……

那 天 我 搬 了 一 个 椅
子 ，找 到 一 处 风 口 ，坐 下
來学习放松自己，在一阵
一阵的风的吹拂中，也开
始了这首诗的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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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1，王勇(菲律滨)
施文志是一位勤奋的

诗人，有对诗爱到骨子里
的情怀，创作量颇丰。〈解
放 童 年〉借‘’兒 女 們/在
玩戰爭遊戲‘’，来幻想自
己 能 够‘’侵 入 歲 月 領 域/
把 我 的 童 年/解 放‘’。 诗
人用了‘’解放‘’一词，大
胆而新颖，由此可见其对
回 到 过 去 的 无 限 渴 望 。
时光一去不回头，人生无
以 假 设 ，也 无 法 重 来 ，只
有诗人、作家能用文字偷
渡岁月。

小 时 候 ，我 也 常 玩 战
争游戏，与玩伴经常在你
生 我 死 、我 死 你 生 中 轮
回 ，慢 慢 的 就 一 起 长 大
了。少时盼望快快长大，
人 到 中 年 才 开 始 恐 懼 岁
月，企图留住时光。

每 一 个 成 年 人 、老 年
人 都 有‘’解 放 童 年‘’的
梦，这把梦的锁匙其实就
在 你 我 掌 中 ：葆 有 童 心 、
不忘初心 !

2，弄潮兒(菲律滨)
我喜欢文志兄的这一

首〈解放童年〉。
一 开 始 ，作 者 便 把 ”

儿女们”这支特殊部队拉
上 来 ，部 队 有 多 少 人 ，读
者 自 己 去 猜 测 吧 。 这 支
部队，不玩家家酒，而是”
在玩战争游戏‘’，为解放
事业埋下伏筆。

紧接着，作者用特写镜

头 ，推 出 ”指 挥 一 队 玩 具
兵”的小儿子。从这个当指
挥官的小儿子身上，作者看
到了当年自己的身影。

然 后 ，惜 墨 如 金 的 诗
人 ，用 夸 张 的 手 法 ，看 着
队 伍 ”越 过 我 的 视 线 ，侵
入 岁 月 领 域 ”…… 终 于 ，
多愁善感的詩人，尘封在
岁月深处的童年，被儿女
们解放出来了！

一 首 短 短 的 七 行 小
诗 ，故 事 情 节 生 动 ，人 物
描写细腻，分明是一首结
构严谨的叙事诗。

我 喜 歡 文 志 兄 的〈解
放 童 年〉，期 待 着 施 兄 更
多的佳作问世。

3，李燕琼(福建)
游戏彷彿是童年遗留

下来最深刻的记忆，因为
我们在回忆童年时，总是
言说自己常玩的游戏究竟
有哪些。而施文志〈解放
童年〉一诗也从儿女的游
戏中解放了自己的童年，
诗歌语言表达巧妙，看似
是儿女们在玩战争游戏，
但这游戏最后攻破的却是

“ 我 ”岁 月 领 域 的 防 线 ，
“把我的童年/解放”。

诗歌除了表达出自我
对童年的向往，实则还蕴
藏 着 主 动 和 被 动 的 一 组
关系，究竟是儿女们的战
争 游 戏 主 动 打 破“ 我 ”的
防线，还是“我”有意主动
去 靠 近 儿 女 们 的 童 年 游
戏 ，这 其 中 内 涵 值 得 深

思 ，但 不 论 何 方 主 动 ，其
结 果 都 阐 明 了“ 我 ”对 童
年记忆的回溯。

4，椰子(菲律滨)
一 件 惟 妙 惟 俏 的 作

品，给予人的艺术享受不
仅是愉悦的，还会是难忘
的。数年前，当我第一次
读 到 施 文 志 的〈 解 放 童
年〉，短短几行，一下子解
放了我双眼的疲惫，触及
了生活的本质。

一 个 善 解 人 意 的 诗
人，既是真诚而深沉的体
验者，又是敏锐而质朴的
表 达 者 。 借 用 海 德 格 尔
的话说，他们的艺术是在

“本真的作诗”。
人 越 成 长 ，紧 箍 咒 越

多 ，束 缚 越 深 。 有 人 说 ，
儿 童 就 是 天 使 ，返 回 童
年，或许是成人不敢言说
的 梦 想 之 一 。 人 性 的 返
璞归真，大大激发了文学
艺术创作的内在潜力。

检 视 自 己 ，需 要 解 放
的太多太多，列了一大串
目 录 ：解 放 童 年 ，解 放 爱
恨 ，解 放 疾 病 ，解 放 诗 歌
…… 最 后 ，我 们 一 定 要 解
放口罩。

5，吴青科(福建)
这首诗的解读重心在

“解放”一词。“解放”从情
感色彩上具有多重性，而
且 是 一 方 施 加 于 另 一 方
的 行 为 。 正 是 因 为 主 客
体 的 立 场 和 体 验 不 同 ，

“解放”才多了一层内涵。

这 里 面 可 以 包 括 愉
悦、震惊、无奈、释怀等等
不 同 性 质 的 心 理 体 验 。
因 为 父 辈 与 儿 女 的 角 色
的不同，而对于童年的体
验 亦 存 在 差 异 。 每 个 人
的童年具有不可复制性，
这 种 差 异 感 成 为 难 以 克
服 的 矛 盾 和 困 难 所 在 。
父 辈 的 童 年 自 然 不 同 于
儿女的童年，一个处于回
忆的状态，一个处于进行
时的状态，但小儿子的游
戏 行 为 却 无 形 中 具 有 了
某种战斗力和游戏性，而
将 父 辈 尘 封 的 童 年 记 忆
轻 而 易 举 攻 克 ，作 为 父
辈 ，无 论 童 年 记 忆 如 何 ，
无 论 以 何 种 心 态 面 对 这
种突如其来的进攻，只能

“缴枪投降”。
6，潘露莉(菲律滨)
曾有评论家指出：“一

首诗歌的题目，最好像一
束光，照亮着这首诗前进
的 道 路 ，最 好 ，诗 的 题 目
的 声 音 能 够 在 整 首 诗 中
贯穿着，处处听到他的回
响 。”施 文 志 这 首 诗 的 题
目“ 解 放 童 年 ”就 像 一 道
光 吸 引 我 阅 读 、细 读 、沉
思 ; 题目的声音一直在我
的脑海里回荡。

整 首 诗 只 有 七 行 ，内
容清晰，文字简易。主要
描述儿女们玩战争游戏，
小儿子指挥的玩具兵，越
过诗人的视线，侵入诗人
的岁月领域，把诗人的童
年解放。

解 放 童 年 ，为 什 么 ？
为 什 么 是 解 放 ？ 解 放 一
般来说是指解除、摆脱束
缚。有什么束缚、制约着
诗 人 的 童 年 如 今 才 得 以
解 放 ？ 是 不 是 因 为 身 为
游子，生活的压力压得诗
人 无 暇 回 顾 自 己 的 童
年？但是，身为第一代华
裔华文作家，童年的回忆
是不可或缺的主题。

是 不 是 由 于 种 种 社

会 、政 治 的 因 素 ，制 约 着
诗 人 对 童 年 家 乡 的 回
忆？但是，旅居菲律滨的
华 裔 华 文 作 家 不 可 能 会
有 任 何 社 会 或 政 治 因 素
制 约 着 诗 人 抒 写 他 童 年
的回忆。

抒写童年是原乡文学
的母题，这种童年情怀为
离散、怀乡文学的创作提
供 无 限 的 思 考 和 想 像 空
间 ，丰 富 了 原 乡 创 作 ，但
同时也局限了海外华文创
作的题材。童年思乡情怀
也是海外华文作家无法在
他乡落地生根的源头。

一 般 来 说 ，游 子 在 离
乡 背 井 的 同 时 也 承 载 着
离 乡 时 童 年 、家 乡 的 回
忆，身为第一代移民的华
裔 华 文 作 家 ，诗 人“ 童 年
的解放”，所要解放的、卸
下 的 是 不 是 就 是 离 乡 背
井时承载着的童年、家乡
的包袱？“解放童年”是不
是 隐 射 诗 人 企 图 打 破 乡
愁题材的桎梏，走向落地
生根的他乡？

我有没有看到了题目
照 亮 着 这 首 诗 前 进 的 道
路，有没有听到了题目贯
穿 在 整 首 诗 中 的 回 声 ？
我还在沉思。

7，刘正伟(台湾)
解放一词通常是指解

除束缚或压迫，而得到自
由、解脱。通常解放有主
动与被动，即自我解放与
被解放。施文志〈解放童
年〉只 有 短 短 七 行 ，由 儿
女 们 在 眼 前 玩 战 争 游 戏
开 端 ，尤 其 是 他「小 儿 子
指 挥 一 队 玩 具 兵/越 过 我
的视线/侵入岁月领域/把
我 的 童 年/解 放」，那 麼 作
者 到 底 是 自 我 解 放 还 是
被解放呢？

〈解放童年〉诗中作者
没 有 表 现 或 透 漏 出 他 的
童年经歷，或许作者的童
年曾经歷过残酷的战争；
或 许 只 是 作 者 童 年 喜 欢

与 同 伴 玩 骑 马 打 战 的 游
戏，儿子们在眼前的战争
游 戏 勾 起 他 对 童 年 的 记
忆 。 由 罗 兰·巴 特 的「作
者 之 死」论 观 之 ，我 们 可
以 有 各 种 自 己 参 与 想 像
的 各 种 可 能 。 当 然 我 们
希 望 的 只 是 一 种 单 纯 的
对童年的回忆。

这首诗也充满著二律
背反的矛盾辩证，他既被
儿子的战争游戏解放，也
是 自 我 接 受 衝 击 后 的 自
我解放、自我解脱。前者
是 现 实 客 观 的 面 向 与 衝
击，后者是主观自我心理
的释怀。解放童年，可以
是作者对童年的回忆，藉
由小孩们的战争游戏，从
近 乎 遗 忘 的 忙 碌 生 活 中
解 放 出 来 ，往 事 歷 歷 在
目，那些鲜活的记忆与童
真，又重回眼前。

创作感言:
记忆的回归
(施文志)
童 年 是 最 美 好 的 记

忆，《解放童年》这首诗创
作 於 上 个 世 纪 的 八 十 年
代 ，当 时 我 已 经 成 家 立
业 ，还 拥 有 一 对 儿 女 ，一
个“ 好 ”字 。 看 到 儿 女 们
愉快的童年，让我记忆起
当 年 在 香 港 的 大 家 庭 的
童 年 生 活 ，教 我 念 念 不
忘。《解放童年》是我的家
庭组诗的其中一首，却是
我最喜爱的一首，我的第
一本诗集，就是用这首诗
作為诗集的书名《解放童
年》，施 华 谨 先 生 用 菲 语
翻 译 我 的 诗 的 中 菲 双 语
的 诗 集 ，以 及 Marne L.
Kilates 先 生 用 英 语 翻 译 的
中菲英三语诗集，也是用
《解放童年》为书名。

每 个 人 都 拥 有 过 童
年，很多记忆不管是愉快
与否，往往是久久不能释
怀。这首诗的语言平白，
却 是 巧 用“ 解 放 ”这 两 个
字，就把我的童年解放了。

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解放童年
施文志（菲律滨）

儿女们

在玩战争游戏

小儿子指挥一队玩具兵

越过我的视线

侵入岁月领域

把我的童年

解放

 




















晾 衣 线 上

一 件 衣 裳 飘 荡

我 也 得

吹 吹 风

伸 展 两 臂

把 自 己 挂 到 天 空

童 年 的 稻 草 人

仍 守 护 青 绿 的 原 野

一 下 二 下 三 下

鞭 打 我 的

不 是 风

是 远 方 的 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