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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目伦

目前，《林春泉诗集〈时光化石〉研
讨会资料汇编》由临清市作家协会整理
完成。10月20日，林春泉告诉记者，他
创作的作品内容大都来源于自己的亲
身经历和切身体验，主要表达的是对现
实生活中“爱”与“痛”的思索。

林春泉出生于冠县一个普通的农
民家庭，1999 年毕业于聊城师范学院
（今聊城大学）。“当时正是各行各业

快速发展的时候，我工作了几年，毅
然做起了个体经济。”林春泉说，4 年
多的时间，他尝试了多种行业，后来
选择了一个与建筑相关的产业，一直
做到现在。

“说起文学创作，那是很早的事儿
了。上小学时，我写了一篇作文《两只
小山羊》，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传
读。后来，我看到一本《小学生作文》
刊物，按照上面的地址投了稿，没想到
发表了。慢慢地，我喜欢上了写作。”

林春泉说，当时，农村信息匮乏、经济
落后，读书是农村孩子了解外面世界
的唯一途径，但是可读的书并不多。

“我的一个姥爷是抗美援朝老兵，
他家中有一本小说叫《欧阳海之歌》，这
本书影响了我的一生。书中人物吃苦
耐劳、助人为乐、不怕困难的精神让我
印象深刻。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
让我更加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林春
泉说，上了初中以后，集市上的书摊有
很多书，他读书的机会多了。20 世纪
90年代初期，各流派诗歌不断涌现，他
借此机会读了很多现代诗，并尝试写
作。

高中以及大学期间，林春泉每年发
表作品30首（篇）左右。“那个时候主要
写爱情诗，很稚嫩，但感情丰沛，并没有
固定的语言表达方式。”林春泉说。大
学毕业后，由于生活和工作原因，他搁
笔约 8 年，但他一直在思考、沉淀和积
累。2015年，他重新拾笔，一年中发表
了 40 余首诗歌，2016 年出版了第一本
诗集《爱之翼》，收录了他创作的115首
诗，共五辑。“这是对我 35 岁之前写作
的一个总结。”林春泉说。

2016年以后，林春泉每年发表六七
十首诗歌，内容也逐渐有了思考的成
分，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
2020年，林春泉的第二本诗集《爱之羽》
出版，该书获得第四届长河文学奖优秀
诗集奖。这期间，他的作品在多个刊物
上发表，成为《诗歌月刊》《山东文学》等
刊物的“常客”。

《时光化石》是林春泉的第三本诗
集，共收录 140 首诗歌，分为“爱和痛”

“旧时光”“破碎的思想”“左突右冲的时
光”“爱之旅途”五辑，聊城市文联兼职
副主席张军、当代诗人周瑟瑟、“长河文
丛”主编马启代为其作序。《诗潮》杂志
主编刘川、《黄河诗报》原主编桑恒昌、
青海省作协副主席曹有云等对其给予
高度评价。

张军评价，林春泉创作了大量风
格独特、意蕴丰厚的诗歌，他用超常的
思维把内心深处潜藏的情感表露出
来，语言简约、真挚动人。周瑟瑟说，
林春泉以个体情感为核心进行写作，
写出了“悲声起，然后消解”的过程，以
个体语言重塑世界，在爱、忧伤与痛苦
中挣扎。马启代表示，林春泉的创作
属于情感诗学的范畴，超脱了“爱”的
羁绊而呈现出“痛”之后的反抗，且在
一定程度上有了新的高度。刘川认
为，林春泉的诗歌是一次性的，有灵
魂、有手段、有现场，每一首都根植于
现实、立意于人间、取材于人生，有自
己的人文精神和生命状态。

“这些老师的评价太高了，好像说
的不是我。”林春泉谦虚地说，他目前
在写一部关于运河的诗集，已写了 20
多首，并在刊物上发表。“生于运河边，
长于运河边，我对运河有着一种不可
描述的情感。我计划今年从运河源头
出发，一直走到运河结束的地方，亲身
经历大运河的流淌，寻找大运河这位

‘隐士’的真身。”林春泉说。

聊城籍作家林春泉：

以诗作墨 描绘生活

林春泉在读书

10月22日是见义勇为集中宣传日。10月
19日，市委政法委与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在
望湖美术馆举办“大爱无疆·见义勇为”全国漫
画大赛作品展。

展览上，100幅以“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惩
恶扬善、人间大义”为主题的漫画作品，生动诠
释了见义勇为的时代意义和深刻内涵，传递社
会文明新风尚。

图①为聊城市见义勇为模范念以新（右）
在为市民讲解漫画作品。

图②为市民在观看漫画作品。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摄

百幅漫画诠释“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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