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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诗》是 1933 年著名作
家巴金在江门期间写下的系列散文
中的一篇，收录在他的散文集《旅途
随笔》中。与脍炙人口的《鸟的天
堂》相比，这篇散文的知名度、传诵
度相对没那么高。但是，立足于90
年后的历史方位和时间节点，在建
设中国式现代化成为鲜明时代主题
的背景下，在五邑大地现代化进程
火热推进的氛围下，重读《机器的
诗》，我们将从中得到审美的、文化
的、文明的多个层面的有益启示。

《机器的诗》一文写的是巴金在
朋友陪同下，从新会乘坐火车，沿着
新宁铁路到台山访友期间，经过潭江
时所见工人操纵机器的壮美景象。
通常意义上，机器是现实的、坚硬的、
冰冷的，是工业化的表征；诗是梦想
的、柔情的、温暖的，是审美化的存
在。一个是形而下的物质实体，一个

是形而上的精神旗帜，这两种截然不
同的文化符码组合在一起，呈现出
一种尖锐、矛盾、紧张的态势，充满
艺术张力。尤其是，作为哲学家反
复审视和阐释的“现代性问题”一直
是现代化进程中如影随形的复杂母
题。批判视野下的“机器”，更是作
为将人“物化”和“异化”的工业社会
典型代表、作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
性的核心力量，不断被诘问和质疑
的对象。那么，巴金是怎样将“机
器”和“诗”两者有效结合起来进而
形成和谐共生的统一体呢？

在我看来，被艺术化处理的自
然景观在其间起到了关键性的调和
作用。《机器的诗》甫一开篇，巴金就
让自然风景大面积出场：“南国的风
物的确有一种迷人的力量。在我的
眼里一切都显出一种梦景般的美：
那样茂盛的绿树，那样明亮的红土，
那一块一块的稻田，那一堆一堆的
房屋，还有明镜似的河水，高耸的碉
楼。”美丽绵延的自然风景成了火
车、铁轨、机器赖以存在的宏观背
景。行文过程中，巴金始终没有忘
记自然风景的调和作用，在写到工

人抬铁链、管机器时，他同时写道：
“四周是平静的白水，远处有树，有
屋。江面很宽。”在写到工人“管理
机器、指挥轮船、把千百个人、把许
多辆火车载过潭江”时，他特别提到
他们“一面管理机器，一面望着白茫
茫的江面”。自然风景因为其秀美、
柔性、宽阔，不仅缓和了工人与机器
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让这种劳作
呈现出审美意义上的力量感与崇高
感，即巴金所说的“在这样的背景里
显出了管理机器的工人的雄姿”。

最为直观地表达巴金观念的，是
他这篇散文的中心句：“诗应该给人
以创造的喜悦，诗应该散布生命。我
不是诗人，但是我却相信真正的诗人
一定认识机器的力量，机器工作的巧
妙，机器运动的优雅，机器制造的完
备。机器是创造的，生产的，完美的，
有力的。只有机器的诗才能够给人
以一种创造的喜悦。”这里，巴金几乎
以圣徒般的热情歌颂机器，不惜以

“巧妙”“优雅”“完备”“完美”这样高
度拟人化和几近绝对化的词汇提炼
和升华机器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并把

“创造的喜悦”“散布生命”这样的

“诗”才可能具有的能量同构在机器
的身上，实现机器与人的一体化。

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在《旅
途随笔》中，巴金在描写广州的《海
珠桥》中直言“我爱都市，我爱机器，
我爱所谓物质文明。那是动的，热
的，迅速的，有力的。”却在描写上
海的《一个回忆》中写道：“轮船驶
进黄浦江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
我看见黑烟遮满了的北面的天空，
我听见大炮隆隆的怒吼和机关枪
密放的声音。我冷静地看着黑烟
的蔓延，我冷静地听着船上许多乘
客的惊叫。”如此悬殊的表达，固然
与民族弱乱年代的上海遭遇战火
硝烟有关，但蕴含其间的对于现代
化的体验和思考也是不可忽略的
重要维度，甚至这样的维度更体现
了巴金思维的前瞻性、深刻性和超
越性。

在《机器的诗》形成90多年后的
今天，我们重读诞生在江门这片土
地上的这篇富有艺术性和思想性的
经典美文，面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时代课题，应有怎样的启示？在
我看来，首先，是要保护好绿美底

色。把握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
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原则，树牢“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化绿
美江门生态文明建设，让巴金先生
所吟唱的“南国风物”永远不失“迷
人的力量”，让“美丽江门”成为侨乡
最亮眼的名片。其次，是要涌动起
创造力量。推进人与机器的转型升
级，加快迈向工业化、信息化、智能
化发展之路，以人的智慧更好赋予
机器创造的力量。同时始终注意遏
制机器“异化”的力量，保持机器“属
人”的秉性和人的主体性，避免让人
成为“单向度的人”。再次，是要坚
守住人文精神。机器、自然与人的
共生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人。江门有小鸟天堂、碉楼群落、古
劳水乡和梁启超、陈白沙等丰富的
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应将侨乡独
有的人文精神作为美育德育的重要
内容在全社会弘扬，形成富有侨乡
特色的文化自觉和文明形态。

唯有这样，才不负巴金先生在侨
乡大地的深情歌颂，才能让新时代

“机器的诗”更加生动丰赡，怡人心
神。

工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江门样本”
——巴金《机器的诗》的文本再读与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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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喜欢画画。
在还没有上学前，我拿起火塘

边的木炭在家里到处画。有时在大
门上画张父亲胡子拉碴的笑脸，换
来父亲一顿鞭抽棒打，最后扔来一
块抹布，丢下一句“擦不干净不要吃
晚饭”；有时在姐姐挂梳头镜的柱子
上描上条口吐舌头的花蛇，吓得姐
姐一声惊叫，换来母亲一顿训斥；有
时在午睡的哥哥嘴角上添几根黑胡
子，挨哥哥一路追打……后来，我变
聪明了，在村口的地坪上画，在晒谷
坪上画……自娱自乐，没有人管。

小学一年级的画画课上，我直接
临摹了美术书上的大公鸡，然后搭配
上鲜艳的色彩。第二天，马老师把我
的画张贴了出来。二姐看到了，找马
老师投诉，说我那幅画是临摹书上
的，不是自己画的。我很生气地找二

姐理论，说临摹也是我动笔画的。最
后马老师和蔼地告诉我们姐弟，画画
就是要先会临摹。听了马老师的话，
我临摹得更勤快了。到了三年级，我
的画已经画得很好了，流畅的线条，
新鲜的色彩，虽然达不到栩栩如生，
但还算惟妙惟肖。

上了初中，我对画画更加喜欢
了。上语文课时，书本上的插图多
了些五彩景致：给鲁迅的“三味书
屋”加上瓶兰花；给独木桥加上钢
筋水泥柱；给敌人的堡垒扔颗手榴
弹，“轰”地炸开了……写作业时，
写着写着，作业的扉页上就多了幅
梅花图。无聊时，连自己的手腕都
不放过，手腕上添只漂亮的石英
表，手背上是朵艳丽的玫瑰花，手
心里悄悄画上紧紧相挨的两颗跳动
的心，青春的光阴在自己的手上盛

开了萌动的花。演算数学时，算
着，画着，草稿纸上多了个女孩。
写日记的时候，写着写着，日记本
里多了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烦躁
的时候，裤脚上多了片乌云；失恋
了，白色 T 恤上描着抑郁的呐喊
……画，在我的生活里，无处不在，
它们陪伴着内向的我，度过了日月，
度过了光阴，度过了多彩的青春。

其实，在乡下的初中，没有美术
老师。一到美术课，要么是物理老
师来，扔下一句“自己画，想画什么
就画什么”；要么是数学老师来讲

“xyz”；要么是胖胖的语文老师“咚
咚咚”地走进来，然后一起在鲁迅先
生的《少年闰土》里体验像我们一样
的乡下生活。其实，那个时候，不管
是“xyz”，还是孔乙己那样“读书人，
窃书不能算偷”，或是那些不是很复

杂的化学元素……在我的眼中，都
是一幅画，一幅用嘴巴通过吸管对
着石灰水一吹，就能反应出“远看山
有色，近听水无声”的效果；一幅好
似“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的意
境……我就这样非画当画地度过了
那紧张而又竞争激烈的初中三年。

1999 年，我到柳州读师范，终
于有机会接触各种画：水粉画、素
描、速写、国画等等，这是在乡下
学校都没接触过的。可能是我从
小一直在画，在专业老师的指导
下，很快就上手了。诸多画类中，
我对国画尤为喜欢，国画中又对
写意情有独钟，跟随徐作先先生
学了一年。

前些日子，在路上听到赵雷的
《画》，觉得歌里的《画》另有一番味
道：听着听着，仿佛独坐寂寞的夜空

下，看到赵雷“画上一个月亮”，月亮
下的那个少年坐在楼上唱歌；听着听
着，仿佛奔跑在那乡下的绿岭和青坡
上，看到赵雷《画》下的“一群鸟儿”在
树林里纷飞；听着听着，听到那句“画
上灶炉与柴火”，就情不自禁地想起
家乡的火塘，想着我们兄弟仨为了生
计四处奔波，留下孤独的母亲守着柴
烟缈缈的火塘打盹……听着听着，潸
然泪下；听着听着，才想起，奔波在
外，已有十几载不拿起画笔了。

此时，我多么想拿起画笔，为遥
远的家乡画上一座桥，桥的这头连着
我忙碌的都市，桥的那头连着母亲的
安详，以至于我一下班就能回到母亲
的身边，看母亲满脸的皱纹，数母亲
满头的白发，听母亲的唠叨，给母亲
一个暖暖的拥抱……那画就更丰富
多彩了。

画 梁荣
岁岁月无声月无声

残荷满塘秋
钟穗

数年前一个深秋，闲来无事的我，
想出去走走，顺便看看秋天的荷究竟
是什么样子。于是，次日一早，便带着
这份期盼，一路辗转来到朋友推荐的
一处荷塘。未料，等赶到目的地，目之
所及，塘中的气息却并非想象中的那
般清润。

尽管当日的天气，秋风依旧含情，
秋水依旧含笑，但荷却老了枯了。曾
经“接天莲叶无穷碧”，连成翠海的惊
艳荷塘已变得面目全非，荷往昔的绰
约风姿在渐紧的霜露中，只剩下依稀
旧影。

眼前的荷，于时令转换中，在历经
了发芽、破土、长枝、撑叶、开花之后，
原本巨大青翠的荷叶，如今斑斑点点，
微黄卷曲地半浮在水中，显得十分破
败。曾擎起过花朵与叶片的挺直荷
梗，也被摧残得干瘦、断梗、倾斜，有
的冷峻挺立，有的谦虚地弯下腰，也
有的则横卧于水面之上，一派杂乱荒
凉气息。更有耷拉着脑袋的三两支
莲蓬，与一丝绿意也无剩的荷叶荷
梗，相依相伴，且全都深深地蜷着，看
上去愈发稀落寂寥。只偶有几只飞
鸟扑扇着翅膀，发出单调的鸣叫后，
从荷塘的上方掠过，飞到不远处的丛
林深处，未再返回。

伫立于这片枯荷前，心底陡生些
许伤感之余，思绪不由蔓延开来。

车水马龙之中，世人多爱繁华盛
况，而鲜有将残荷衰草、落红败柳留在
心上者。就连《红楼梦》中，宝玉看着
园里的枯荷，都忍不住道：“这些破荷
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然所
谓：日出是美，日落也是美；圆润是美，
枯瘦也是美。作为大自然的作品，意
象终究会成就出别样的画面感。

你若仔细看那残荷，或许渐渐便
会发觉，虽有些缤纷不再的萧瑟，然那
份自成风格气质的独特神韵，恰好成
就出一种擎着风骨抵达的至简之境。

或断、或弯、或折、或垂、或斜的枯
枝败叶，固不再有往昔饱和着光泽的
夺人之姿，但绿色褪尽后呈现的耐人
寻味的美，竟让人一时无法说得明白。

这颇具历史厚重感的枯黄，以铁
画银钩的姿态，蘸着清浅的水，摇摆出
一幅幅苍凉凄美的图形。它们就像一
个个历经风霜，过滤了生命中诸多光
彩的“老人”，尽管过往的一曲青枝绿
叶的歌已被悄悄带走，却依然展示着
纯真与质朴，留下一首洗却尘俗的诗。

若说惊艳了整个夏天的丰荷，让
文人雅士对之赞美得无以复加。那虽
身姿消瘦，却满身傲骨；虽迟暮，却生
命不息的点点残荷，宛如水墨轻弹般
为暮秋平添了阅尽繁华之后的娴静。
于盈盈一水间，冷翠遗香。

于这片荡漾着的金色波光之中，
我不禁被一个个具备了深长意味与独
特魅力的枯荷姿影，深深打动。曾听
人说过，世上有一种美，是孤瘦清冷的
残缺；有一种美，是永不凋谢的风骨；
有一种美，是凄怆飘零的惊艳。恰似
这残荷，纵然褪去了浅粉如略施粉黛
少女的柔美，泛上了厚重而颇具历史
厚重感的枯黄，却仍以一股执着坚守
的倔劲，一份洗尽铅华的超然，一种历
尽沧桑的禅意，尽力展现出秋阳下的
美好，延续着爱莲者们的无尽思慕。

生生活物语活物语

小时候，你说，

山的那边，有一片美丽的玫瑰圣地，

从此追逐的种子深埋梦里。

长大后，你说，

山的那边，有无尽的相思与未知的孤寂。

渴望玫瑰的美丽，

又怎会害怕她满身的荆棘？

跨过高山沟壑的岖崎，

一路前行，

黑夜洒下无边黑暗，星辰亦会馈赠光明；

才发现，风雨也是人生必经的洗礼；

一路前行，

路上亦有鲜花、讴歌和赞礼；

也曾多次战胜你口中的孤寂；

继续前行，

继续前行，

继续前行……

诗诗
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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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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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格兰达物联装备有限公司遗失业务专用章一
枚，号码：4407053053935，现声明作废。
■林振胜；汤玉梅遗失台山市俊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具的台山恒大翡翠华庭20栋2207房楼款（含优
惠金额）收款收据1份，收据编号：785018，金额人民
币200元，现声明作废。

■叶万欢遗失环城镇天禄南安村的土地证，号码：新府
集建总字（1989）022000537，现声明作废。
■叶万欢遗失新会县环城镇天禄区南安村的土地证，
号码：新府集建总字（1989）022000692，现声明作废。
■江门市新会区利高环保服务有限公司遗失法定名称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江门市新会区利高环保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声明
■谢大华申请江门市蓬江区江会路67号之三706室
及M31车房房屋，并已付清房款，产权归本人所有。
现本人向市不动产登记局申请办理上述房屋所有权登
记。如有异议者，请于登报之日起三十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地址：江海一路

83号住建大厦14楼。联系电话：3831630）。

关于《开平市燕山大富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平市仁亲村中部地块
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平市港口小学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平市
仁亲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开平市迳头片区 (SBO5-a、
SB05-b) 控制性详细规划常安村南侧地块局部调整》（方案）的公示

《开平市燕山大富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平市仁亲村中部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平市港口小学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
划》《开平市仁亲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开平市迳头片区 (SBO5-a、SB05-b) 控制性详细规划常安村南侧地块局
部调整》已完成初步规划方案的编制，按程序现对该初步规划方案进行公示（详情可登录网站：http://www.kaiping.gov.cn/
kpszrzyj/）。

受理方式：在公示期内凡对上述规划设计方案有任何意见的市民或涉及该规划方案的利害关系人，可凭本人身份证明或相关
证明文件，向我局提出书面意见。

公示时间：2023年11月8日至 2023年12月7日17：30时止。
公示地点：村（居）委会公告栏、地块现场、江门日报、市自然资源局网站（网址：http://www.kaiping.gov.cn/kpszrzyj/）。
受理单位：开平市自然资源局 电话：2257986 联系人：庾先生
传真：2257986，E-MAIL：kpsgtj@163.com
联系地址：江门开平市新海东路1号开平市自然资源局
邮编：529300

开平市自然资源局
2023年11月8日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