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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
冲突爆发后，伊朗多次警告，以
色列对加沙持续袭击将导致战
争蔓延到整个中东地区。2024
年刚过，巴以冲突的硝烟未散，
中东传来一个坏消息。1月3
日，两场连环爆炸震动伊朗南
部城市克尔曼。弹片飞向举行
悼念活动的人群，造成至少95
人死亡，211人受伤。这场爆炸
发生的时间节点以及幕后的黑
手，值得伊朗深究。

四年前，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
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遭
美国无人机袭杀，美国时任总
统特朗普下令实施该袭击任
务。美国防部声明称，“旨在震
慑伊朗，打消其未来针对美国
的袭击计划”。伊朗称暗杀苏
莱曼尼违反国际法，是“国家恐
怖主义”行为。并每年为苏莱
曼尼举行悼念活动，发生爆炸
的克尔曼市是他的家乡。

伊朗政府宣布，将于1月4
日为克尔曼市的恐袭遇难者举

行全国哀悼，这起连环爆炸引
发多国强烈谴责。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对遇难者表示哀
悼，呼吁追究袭击者的责任。
欧盟谴责克尔曼爆炸事件，“这
一恐怖行为造成了令人震惊的
平民伤亡人数。我们现在与受
害者和他们的家人同在。肇事
者必须被追究责任。”俄罗斯总
统普京称，其“残忍和冷酷令人
震惊”。土耳其、黎巴嫩、约旦、
巴基斯坦等多国对克尔曼爆炸
事件进行谴责。

伊朗德黑兰大学研究中东
问题教授哈桑·艾哈迈德表示，

“这个地区什么都可能发生。”
在这起致命爆炸发生后，伊朗
政府的主要问题是，“是谁干
的？”《美联社》分析，伊朗有多
个敌人可能是这次袭击的幕后
黑手，包括流亡组织、激进组织
和国家行为者。

伊朗总统莱希在爆炸后表
示，克尔曼肇事者将付出惨痛
代价。“敌人不仅针对苏莱曼
尼，还针对那些去纪念苏莱曼
尼的民众”。并警告以色列，

“你们将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付出代价，你们将深感后悔”。
这场爆炸发生的节点，正值中
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之际。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这
起连环爆炸，将进一步加剧更
广泛地区的紧张局势。”“战争
的乌云”正在积聚。“现在这个
地区什么都可能发生。”另一方
面，也门胡塞民兵武装攻击西
方商船，红海危机发酵，苏伊士
运河一度被按下“暂停键”。舆
论指出，红海已成为伊朗与以
色列和美国之间发生机构冲突
的地区之一，巴以冲突开始外
溢到美伊冲突。

拜登犹豫再三后决定对胡
塞武装开火，但空袭仅持续两
天就草草收场。1月下旬，胡塞
武装的攻击直接打向美国货
船，而伊朗的数十枚导弹也直
接砸向驻伊拉克的美国领事馆
及以色列的据点。伊朗本可以
早点动手报复克尔曼爆炸案
的，可是担忧巴以冲突外溢所
引发的恶果是各方不想看到
的。如今美英联手对伊朗支持
的胡塞武装发动空袭，终于彻
底激怒了德黑兰，所以毫不犹

豫地对美以及对手们进行了袭
击，将心中郁积的怒火发泄出
去。

3月11日，中伊俄三国海
军“安全纽带-2024”联合演习
在位于阿曼湾的伊朗恰巴哈尔
附近海域拉开帷幕。俄罗斯出
动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
导弹巡洋舰和“沙波什尼科夫”
号导弹驱逐舰；中国出动亚丁
湾护航舰队的052D型驱逐舰

“乌鲁木齐”号、护卫舰“临沂”
号、补给舰“东平湖”号等5艘战
舰。伊朗海军则派13艘舰艇参
加联合军演。

“安全纽带”海上联合演习
是中俄伊三国海军一个年度联
合演习项目，从2019年首次举
行，每年3月份举行。但2020
和2021 两年因新冠疫情曾中
断，于2022年恢复，本次的“安
全纽带-2024”演习是三国海军
年度训练计划的一部分，并非
针对“特定国家”。

然而，052D型驱逐舰是目
前最先进的驱逐舰之一，配套
中国海洋卫星系统和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综合战力不容小

觑。虽然俄伊出动的舰艇相对
落后，但联合军演的重要意义
在于彰显中俄海军的存在，以
保护海上能源航线安全。胡塞
武装在红海发动“袭船战”，美
军虽然在红海部署一个航母战
斗群，还得到盟国支持，但仍无
法保证红海航线的安全。

对于中俄军舰出现在阿曼
湾，西方显然很不适应，美国

《华盛顿时报》用酸溜溜的口吻
报道称，在美国发起对也门胡
塞武装打击之际，伊朗宣布与
中俄进行海军联演。把三国联
合演习和当前中东局势联系起
来，暗示中俄“大力支持”伊
朗。《印度时报》则声称，三国准
备进行一场“令人生畏”的海上
联合演习，这标志着在西亚地
区形成了统一战线。

以往，中国和外军举行联
合军演总是特别低调，生怕引
起国际误解。其实对于戴有色
眼镜的美西方而言，即使中国
再怎么解释，他们依会故意“误
解”。中国应光明正大地站出
来捍卫和平，必然会获得更多
的支持和理解。曾经“所向无

敌”的美军，如今连也门“拖鞋
军”都搞不定，这时候中俄舰队
却抵达阿曼湾航运要道，看来
中东是真的要变天了！

伊朗有了中俄海军“捧
场”，当然更笃定了，连带胡塞
武装及中东反美阵线也有底气
了！另一方面，那些亲美及朝
三暮四的国家就规矩了，毕竟，

“眼前亏”大家都知道躲。15日
上午，“安全纽带”联合演习圆
满结束，中俄舰艇有序驶离伊
朗恰巴哈尔港。

现在就看美以如何应对
了，如果选择针锋相对，巴以冲
突外溢将不可避免，甚至第六
次中东大战都是有可能的。但
美国大概率不会把事闹大，因
为他们不想让事情变得更糟。
美国并非想收手，而是华盛顿
心里盘算，当下的美国真的还
有能力同时应对三条战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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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伊“联合军演”剑指何方？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蓉

去年3月15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
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
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
化之路》的主旨讲话，首次提出
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文明
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
际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
议以深邃思想洞穿文明在各国
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力量，深
刻揭示了各国文明在世界现代
化进程中的引领价值以及文明
互鉴对人类进步发展的重大意
义，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
变革期。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现
代化道路没能给广大发展中国
家带来希冀的现代化图景，甚
至往往因为西方模式的强行

“植入”造成整个国家机体紊乱
乃至崩溃。“现代化不等同于西
方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多年
来“痛”到深处的领悟。发展和
现代化从何而来?“当今世界不
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
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
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现代化
不是无本之木，各国现代化路
径应基于本国国情，顺应民情，
回归各国文化主体性，从各自
历史文化中发掘智慧并结合现
实去探索。吉尔吉斯斯坦前总
理朱马尔特·奥托尔巴耶夫认
为，在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的
同时，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使之能够为解决现实问题
提供智慧指引，“在这方面中华
文明展现了强大生命力”。

中国有数千年多民族文化

融合的经验，其交往交流交融
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
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
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脉形成
过程为世界文明包容互鉴提供
了生动样本。和衷共济、协和
万邦，中华文明的价值传承为
解决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
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和合的智
慧。伊拉克共产党总书记拉伊
德·法赫米认为，中国的文明观
源自延续至今的和合文化，和
合共生、相互借鉴才是文明间
正确的相处方式。全球文明倡
议为世界各国打破文明隔阂、
化解地区争端提供了理念指
引。

正是基于独特的文化传
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中国
找到了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

路。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人类
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提供
了西方范式之外的全新选择，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定自信走
自己的发展道路起到了鼓舞和
启迪的作用。

中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
高度的契合性，这种高度的契
合性为二者结合，进而发生深
刻的“化学反应”提供了可能。
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五千年的
文明传承，借鉴吸收一切人类
优秀文明成果，在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中推动中华文明重
焕荣光。

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困境
都可以在所谓“文明隔阂论”

“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中
找到问题的端倪。实际上，文
明差异不仅不应该成为世界冲
突的根源，反而是人类文明进
步的动力。中国自古主张“和
羹之美，在于合异”，认为“和实
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事物
和谐相处则万物生发。

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
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过程
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
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全球文
明倡议高举文明的火炬，倡导
文明交流互鉴，在不同思想的
碰撞中寻求智慧、凝聚力量，推
动破解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
战，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对人类
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与责任担

当。
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年

来，中国积极打造国际人文交
流合作平台，构建全球文明对
话合作网络，有力促进了不同
文明的相互理解和学习互鉴。
良渚论坛、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
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等会议成
功举办；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
盟、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成
立；与多国共同举办“文化和旅
游年”、开展经典作品互译；成
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让世界
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同时也
促进了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的标志和成果。礼敬传统又善
于创新，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又
兼收并蓄，让文明之光引领各
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让各具
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汇聚成推动
世界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在
历史长河中滚滚向前。

婉约抒情、唯美浪漫的青年诗
寒川青年诗主要收在《岛

屿五人诗集》、《在矮树下》、《树
的气候》等诗集里，题材主要集
中于爱情和游记。这一时期，寒
川在诗歌技巧方面有所进步，也
更注重语言的打磨。相比于少
年时期，此时寒川受台湾现代主
义诗歌的影响更大，尤其是郑愁
予的影响，这与政治因素以及青
年时期的心灵需求等都有关
系。寒川曾提到自己对郑诗的
狂热，1975年赴印尼旅游时，他
甚至将《郑愁予诗选》偷偷带入
境。从语言、意象、节奏到格调，
这一时期的寒川诗歌都在有意
无意地模仿郑诗，但也有自己的
特点和变化。此外，寒川还从
70年代台湾诗人古典回归的浪
潮中学习吸收了一些古典成
分。需要指出的是，《红睡莲》中
关于“莲”的爱情组诗尽管写于
21岁之前，但其在风格特点上
更接近青年诗，因此也将它们划
到青年诗当中；而青年诗中“树
的联想”系列在思想和艺术上也
具有中年诗含蓄蕴藉的特点，可
视为是青年诗到中年诗的一个
过渡。

一、优美谐婉的语言和流
畅疏朗的节奏

杨牧曾说：“自从现代了以
后，中国也有些外国诗人，用生
疏恶劣的中国文字写他们的‘现
代感觉’，但郑愁予是中国的中
国诗人，用良好的中国文字写
作，形象准确，声籁华美，而且是
绝对地现代的。”语言清丽优美、
重视音韵节奏，是郑愁予诗歌的
突出特点。寒川亦汲取了这种
特点，许多诗歌语言优美，音韵
谐婉，整体节奏流畅疏朗，富有
美感。

这些诗常常具有美丽的意
象，用词优美。《京打马尼》即是
一首美丽动人的写景诗，“眼前
是黛绿的寒山/我们爱轻轻拉起
云的窗帷”，“向下，那氤氲的紫
色/如琉璃泛白。憩于群山之湖

泊/还有丛丛的花树/虽是寒了
的，却苍茫与翠绿”，“在薄雾与
绿树之间，我们合照”，诗句充满

“云”、“花树”、“薄雾”等美丽纤
巧的意象，“黛绿”、“紫色”、“泛
白”色彩鲜明，观物视角也具有
远近高低的变化，并于景物中加
入人的活动，使构图更加鲜活，
动感十足。又如《阳光的海岸》，

“你走过的小路，是一条/翠绿香
馨的花径”，“数过去，那小屋，紫
藤满墙/午间，且聆听花季的铃
声响着”，从视觉、嗅觉、听觉等
多种角度对画面进行描绘，使人
如临其境。《骑马》则从笔触到意
境都有鲜明的郑愁予的影子，

“我达达的马蹄是春风/踩着浪
子云游的足迹”，“道路如早春的
河流湿滑”，笔触风雅闲散，感觉
敏锐细腻；“走在山林的雾里，反
影间/不断的声响，瀑布在手臂
右方”，“遽遽然。我是抓住了一
湖树色/斑斓且自得于/马的速
度”，富有动感，声色俱全，可谓
诗中有画。

在音韵和节奏方面，寒川
善于通过用词、长短句、情绪的
起落等来控制韵律节奏。比如
《飘向何方》，“我的飘浮/必然朝
着你的方向/十分轻盈，十分潇
洒/满涵甘露，以及/冉冉绵绵的
生命情调”，“潇洒”、“甘露”都是
音节比较响亮的词，“轻盈”、“情
调”则较为轻柔，读来错落有致，
语言的音节设置丰富，富于变
化。又如《巴厘舞蹈》描绘少女
跳舞的场景，第一节对舞蹈进行
总写，“巴厘的少女/翩翩起舞/翩
翩起舞”，重复的短句烘托出热
闹动感的氛围；第二节细致描绘
少女的舞姿，“跌足的女郎/目光
灵盼/如流水/十指纤巧/如飘云/
步履轻致/如蝶之游弋于/花丛
间”，句式短小，节奏轻盈，映衬
出此时的舞蹈轻盈舒缓，诗人亦
渐渐沉醉其中；接着插入抒情
句，“青春是记号/是款款的细柔/
舞着/不惊醒一根针子”，把氛围
营造得十分引人入胜，所有人都

沉浸在这美的情境之中；最后，
“音乐忽焉消逝”，一记鼓声把人
敲醒，只剩下内心的回味，节奏
的徐疾张弛与舞蹈的缓急、情绪
的涨落糅合得天衣无缝。这种
富于变化、流畅疏朗的韵律和节
奏，使寒川诗歌充满音乐感和抒
情性。

二、潇洒风雅的浪子情怀
与恒久的坚守

郑愁予又被称为“浪子诗
人”，因其诗作有不少取材于游
子经历，常出现流浪、羁旅、远
行、出走等行为方式。寒川诗歌
亦有这种浪游特点，许多诗作以
游子、旅人为主人公，表现出一
种潇洒风雅的气质。

这种浪子情怀表现在行旅
中，即诗人往往不会久留某地。

“我属星宿的无定，必将归去”
（《黄昏，在椰风蕉雨的椰加达》）
“六月的星子呵！我们将归去”
（《青年公园》）“来自巴厘岛。折
扇里/云外的浪子，写下潇洒与
诗情”（《折扇》）“我是靠云传语
的浪子/只因此崖很冷很冷/海岸
很长很长。心中便响起了/回首
处，何处是天涯”（《丹那洛海
岸》）在这些诗篇中，“归去”意味
着只是此地的游子或过客，虽然
有时也会产生留恋、怅惘、漂泊
之感，但更多还是一种潇洒和轻
盈。这种浪子情怀也会体现在
爱情中。年少时的爱情是浪漫
的，但又充满了诸多的未知和不
确定性，年轻的诗人对爱情的结
果并不太看重，而是倾向于享受
这个过程。《誓言》中，“对于一因
偶然而发生的爱情/我也曾经对
你说/我永远是那么不变的潇
洒”，体现出对待爱情的随性和
洒脱。又如《我要归去》，“不期

再回首，瞑然间/该回到三年前/
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曾相
识”，“一九七五，二月五日，抬
眼/挥一挥手即断了/遂纵笑在深
夜 的 呼 吸 里/（我 要 归 去 了
……）”尽管心中有伤感，但并不
勉强和过分执着。此外，寒川诗
歌中的浪子情怀也与郑诗有所
不同。郑诗中“浪子”的实质是
一种仁侠精神，融合了中国传统
游侠的豪放洒脱、临难不苟、秉
性率真以及儒家的“仁爱”、“修
齐治平”等思想精义，与之相比，
寒川诗歌中的浪子情怀虽没有
负载那么多的内涵，却自有一种
浪漫抒怀的情调。

同时，这一时期寒川诗中
的爱情观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
过程，即从对过程的享受转为对
爱情恒定的坚守。从25岁开
始，他陆续写了一系列关于“树”
的诗作，对爱情有了更深的思考
和感悟。《树的爱情》描绘了爱情
彼此守望、相依相偎的美好，“横
竖它们是情人的缠绵/静时默默
相望/风来时/紧紧依偎在一起”；
《树的方向》体现出对于爱情的
理性思考，“树的方向/是海岸朝
南的方向/连接在一个共同信念
的交点上”；《树的喜悦》亦体现
诗人追求爱情的恒定，“许多属
于云彩的故事/树都已隔绝/似海
鸥，为自由而飞展”。这些诗中
的“云彩”常常意味着飘浮的浪
漫与不确定性，而用于自喻的

“树”则是稳固不动，犹如对爱情
的恒久坚守一样。事实也是如
此，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自然
会更加注重一些恒久性的东
西。又如《树的年轮》，表达了对
爱情和幸福的理解，“幸福的园
林，超乎美，超乎爱/且在坦诚与

谅解之间”；《树的抉择》，“不该
再游戏。一晃眼/流年已成一种
逾时的摆设”；《树的容颜》，“尽
管万花凋落，树仍伫候/仍记取
那传统而平凡的/一句诺言”。
这些诗隐隐反映出诗人爱情观
的发展变化，记录了诗人的真实
成长过程，也预示着诗人从青春
的躁动慢慢走向心态的稳定平
和，诗歌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成长
和变化。当然，不同年龄段的不
同样态的爱情都是值得珍视的。

三、古典意境的营造
面对传统和现代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台湾现代主义诗人
都经历了一段从“现代主义”到

“古典诗意”的曲折历程。20世
纪50年代，台湾现代诗派提出
新诗要做“横的移植”，完全追随
西方现代主义。到了70年代，
许多诗人又重新回归了被割断
的传统，比如余光中、洛夫、杨牧
等人。这股思潮也影响了寒川
的诗歌创作，其诗作中也出现了
一些较为鲜明的古典意象和意
境。

寒川有一组有关“莲”的爱
情诗，共五首，每首诗五节，书写
了一个追求所爱而不得的伤感
故事。“莲”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
见的表达爱情的意象，汉乐府中
即有《江南》，南朝乐府更是出现
了大量有关情爱的采莲诗，比如
《西洲曲》、《子夜四时歌》等。寒
川这组诗将爱人比作红睡莲
——美丽、轻盈、宛若仙子。“而
你横竖凌波而来/没有回顾，总
是轻盈”，“你身披薄纱/自是冰
肌玉骨，唏气如兰”，梦幻的描写
让人一时分不清这究竟是现实
中的爱人，还是诗人的想象，也
暗示着这场思恋最终会走向一
个伤感的结局。诗人求爱的过
程亦由“莲”这一意象表现出
来。第一首《红睡莲》，通过描写
想要采莲的心理，表达对爱人的
思慕。“而你横竖知道/有人欲采
摘/在莲池畔，在水中央”，化用
《诗经·蒹葭》的意境，爱人如同

水中的红莲，诗人只能远远地隔
水观赏，渴望能触碰到她，却又
渺茫难即。第二首《恋莲》，通过
摘取莲瓣来幻想与爱人的约
会。“曾摘取片片莲瓣/而为消受/
欲串一颗圣洁的灵魂”，“这该是
最可餐的约会/你在我瞳中”，采
用移情手法，从人取景，因情写
景，使诗人的痴情有所依托，避
免了言情的空泛，也更加体现出
内心的渴慕。第三首《雨中莲》，
诗人的思恋之情更加强烈。“如
果你是那莲，则珍珍呵/你必是
那朵雨中莲/必将很富诗意，像
琼瑶”，用雨中莲表达对爱人深
深的恋慕，而琼瑶以擅长写言情
小说而风靡一时，她似乎就是爱
情的代名词。诗人借景抒情，感
情真挚浓郁，极富抒情意味。而
从《采莲人》开始，无法改变的伤
感结局渐渐呈现。“看你的眼睛，
看你的唇/只要池中还有一瓣红
艳/我又怎能不汲取那一片芬
芳”，但这只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采莲人寻芳已迟。“莲已凋尽，约
会无定期”，这场思恋的凋零似
乎是宿命性的，何其怅惘无奈。
最后一首《莲心，已死》则书写了
爱情的凋零。“但此刻已是秋季/
心的秋季/不在莲池畔，不在水
中央”，莲花已经凋谢，爱情也了
无踪迹。此刻，诗人心中只剩下
追忆和惆怅。“莲呵怜？此情最
可怜/莲心已死尽/这凄凉该属于
谁”，并在结尾化用杜牧的《怅
诗》——“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
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
绿叶成阴子满枝。”把爱情的难
以追寻把握和内心的伤感无奈
表现得淋漓尽致，为诗作添了一
份凄美之感。

可以说，“莲”的意象贯穿
了这场思恋的始终。将莲花的
开落与爱人以及诗人求爱的过
程相联系，手法巧妙，并融写景、
抒情和叙事为一体，虚实相生，
语言委婉蕴藉、含蓄缠绵，营造
出一种典雅秾丽的柔美意境，富
有诗意和古典美。（未完待续）

真诚的生命之歌
———论寒川诗歌风格的演变—论寒川诗歌风格的演变（（22））

■ 厦门大学:费志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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