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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怀揣手艺的人”
作家凸凹35年坚持写“工匠诗”

当时代从传统工业到新工业以及后工业，越来越多的新经验迎面而来。作为时代最敏感的表达方式，诗歌该
如何有效回应、处理、转化和提升新的时代经验，进而结出新鲜的文学果实，是值得思考的课题。

12月11日，由四川省作协主办、星星诗刊杂志社承办的“凸凹新诗集《怀揣手艺的人》研讨会”在成都举行。在《星
星》诗刊主编龚学敏的主持下，李明泉、曹纪祖、白浩、向以鲜、牛放、干海兵、王学东等川内多位作家、学者,以及从北京
远道而来的《诗刊》社副主编、诗人霍俊明，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振亚等，共40多人参与了这次研讨，大
家分别从《怀揣手艺的人》的作品选题、思想、结构、语言、语境、个性等方面发表自己的见解。

让分行艺术与各行手艺产生联系

《怀揣手艺的人》被列入四川省作协

2023年“精品助推工程”，是中国工人出

版社（2023年8月）“工业诗丛”首辑四人

四本中的一本，这套书由《诗刊》社副主

编霍俊明担任主编并作总序。

作为全国第一部诗写中国古今工匠

的个人专著，诗人凸凹用朴白、有趣的诗

歌语言，为古往今来的60位技术能手、

专家或发明家，描绘生动的素描画像，是

专业诗人向百工百技诚实致敬之书，是

手艺向手艺的问候与示好。诗集分“春

之辑：逝者的水房子”“夏之辑：他的木头

会唱歌”“秋之辑：手感”“冬之辑：29岁

的大国工匠”四辑。

凸凹对工业、工人、工匠有一份特别

亲切的情感。生于成都市都江堰的凸

凹，16岁进入航天工业系统工作，直到

39岁调至地方文化单位，他干过钳工、

车工，当过刀量具设计员、工厂规划员、

工程师等。谈到《怀揣手艺的人》，凸凹

说：“基于对工匠的认识，习诗至今，从

1987 年夏到 2022 年夏，35 年间，我为

142名中国工匠写有诗歌。《怀揣手艺的

人》收入的60件作品，正是我的‘工匠诗

’精选集。让精美、虚缈的分行艺术，与

灵巧、实用的各行手艺产生联系，无用之

用与有用之用嫁接一体，以形成巨大的

反差美和张力美，是我在这本新书中尝

试的对诗创手艺的一项微实验、一宗小

追求。”

在农耕与工业间搭建诗性之桥

在研讨会上，霍俊明说，凸凹坚持

35年写“工匠写作”选题，跟他本人身份

和命运关联，工业、行业、手艺人与他个

人的成长，包括他的家族，包括他的学

习、工作背景是深度关联的。“从社会

发展来说，人类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但

很多诗人仍然停留在前现代性的社会经

验以及文化想象之中，而有效处理新鲜

的时代经验和当下经验且具有创造力的

诗歌却很少。重要的诗人一定是跟时代

最深刻的变化发生深度关联的。”

霍俊明还提到《怀揣手艺的人》这本

诗集在编排上很用心，“每一首诗由工匠

小传以及诗歌正文构成，工匠简介非常

重要，每一个人都构成了独立的传记。

这些人加在一起，构成了时代群像和差

异性表情。值得注意的是，凸凹把自己

写作小说、非虚构和散文的能力也渗透

进诗歌之中，比如细节的刻画、叙事以及

戏剧化的处理。凸凹把工匠书写以及技

艺提升到‘道’的哲学高度。”

在向以鲜看来，除了工匠，诗人就是

“怀揣手艺的人”，“怀揣秘密飞翔技艺的

人，双足踏在大地之上。诗人的手艺，不

仅指的是诗的手艺、诗歌语言的手艺、诗

歌写作的手艺，也是诗人劈开世间清浊

的手艺。也可以说，怀揣手艺的诗人，就

是一个匠人。”

白浩在发言中提到，凸凹旗帜鲜明

地宣称自己写的是“工匠诗”，“工匠”在

农耕文明时代就有，从个人的手工制作

到作坊，统称为“百工”，这是原始的手工

技艺，如酿酒、勾兑酒、品酒、评茶、邮递、

古籍修复等等，均是古已有之的行当，因

此就把诗集名字命名为“怀揣手艺的

人”。“凸凹的工匠诗用农耕文明的词语、

意象以及思维方式来描绘和赞扬农耕文

明中已有的传统工匠，也描绘和赞扬工

业文明的新事物，他的诗在农耕文明的

感知方式与现代工业文明事物之间搭起

一座诗性的、接受和领悟之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姜孟欣 活动主办方供图

当人们谈论哲学时，

通常会想到一些抽象的

概念，如真理、美、善、义、

自由、正义等，也许还会

认为哲学是一门高深的

学问，只有少数专业的学

者才能掌握。但是，哲学

真的与日常生活无关

吗？美国当代哲学家玛

莎·C·努斯鲍姆给出了答

案，她用作品《爱的知识：

写在哲学与文学之间》向

读者展示了一个不同的

哲学世界。

近日，《爱的知识：写在哲学与文学

之间》（简称《爱的知识》）由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引进推出中文版。这本书是

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文版历时

五年精心制作打磨，力求精确传达作者

的思想。

该书作者玛莎·C·努斯鲍姆是芝加

哥大学法学与伦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

科学学院院士。作为哲学界翘楚，她的

作品被誉为“当代哲学界最具创新和最

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

在《爱的知识》里，努斯鲍姆从经典

文学作品中探求“爱的知识”的视角、从

哲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相结合的高度出

发，不仅包括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

及怀疑论等哲学思想的别样诠释，也涉

及对《追忆似水年华》《大

卫·科波菲尔》等经典文学

作品的精彩解读；探讨了人

类一直以来关注的人性、感

知、诡辩、阅读、灵魂、个体

与爱等切身话题，将文学的

独特性纳入伦理的考量之

中，极大地拓宽了文学研究

的视野，突出了感性在人类

生活中的重要价值。

作为哲学和文学内部

关系最具现代性的优质探

讨，本书被认为是一部改变

哲学面貌的作品，受到国内

外学者的推崇。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

说：“这是一部关于所谓哲学与文学是如

何相互关联的当代最佳探讨范本。任何

思考文学和哲学如何相互辅佐的人，都

不应该只是阅读这本书，而应该研究它，

一次次反复重温其中复杂深刻的论点。”

华东师大教授刘擎认为，“努斯鲍姆

具有深厚的古典学养和敏锐的文学感受

力，使她在英美哲学界别具一格。在这

部文集中，她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精湛解

读，探索情感世界中伦理与认知之间的

复杂联系，将其注入对道德哲学的思考，

由此突破了分析哲学传统的局限。这是

一部才华横溢、充满智慧的著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 莫默蕾图据出版社

喜欢小动物的人，大

抵都会忍不住思考一个

问题：它们平时心里在想

什么？有人认为，生活在

人类社会的猫猫狗狗就

像是一个个伪装成动物

的人，每日瞪着它们的大

眼观察着人类大千世界，

毛茸茸的脑袋里装着世

间百态。但是，如果想要

通过它们的视角看世界，

人就必须弯下腰去。

近日，以一只在俄罗

斯莫斯科生活的流浪猫

口吻，讲述“猫生回忆录”为主要内容的

小说《莫斯科小猫》，由后浪&福建教育出

版社引进出版。小说由俄罗斯的格里高

利·斯鲁日特尔写作，其中插画的绘制由

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延科完成，该书曾获

得2019年俄罗斯大书奖、读者选择奖，

还多次被搬上戏剧舞台。

作者格里高利是一名戏剧演员，同时

是一个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爱猫的离

世促成他写出《莫斯科小猫》这部处女作。

小说完整地讲述了小猫萨韦利的一

生。这是一只机智博学，对古典音乐、政

治、历史、哲学都有深刻思考的小猫。

“他”出生在莫斯科街头，与妈妈和兄弟

姐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生活不算富足，

但自由自在。与姨妈在人类豪华住所中

的安逸生活相比，“他”更

享受流浪和冒险，认为安

逸会磨平想象力。

萨韦利希望过由自己

主宰的一生，因此虽然几次

被收养，但一旦“他”觉得自

己需要离开，“他”就会离

开。即使后来遭受虐待，在

失去了一只眼睛、断了一条

腿和半条尾巴后被人救助，

“他”依然想方设法逃走

了。“他”从未在任何地方停

留太久，不为过去感到难

过，也不为未来担心，尽管

“他”可能会怀念过去的时光。

“他”见证了人类的相聚与分离、幸福

与失去、选择与命运，感受了人性、善良、同

情、忠诚、友谊与爱，也批判了战争、环境破

坏、无尽物欲，依然全心全意地过着“他”的

每一天，沉浸在“他”蜿蜒曲折道路的每一

步中，积极地环顾四周，感受正在发生的一

切，用机智、幽默和讽刺进行哲学思考。

作者将自己对猫的理解和爱意倾注

于文本，生活在莫斯科的流浪猫萨韦利

古灵精怪、勇敢无畏的形象跃然纸上。

萨韦利用猫的眼睛展现了人类的世界，

也启发读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已

经不仅是一只猫的故事，更是所有人的

故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莫默蕾 图据出版社

《怀揣手艺的人》研讨会。

《莫斯科小猫》：
透过猫的眼睛观察人类世界

《爱的知识》：
探索伦理与认知之间的复杂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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