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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煎饼与诗歌的碰撞

“相逢总是相逢，一夜的风。”

来到长沙的那晚，陈光耀在自己的

诗集里写道。12 月 22 日，第五届

不熟艺术书展在长沙拉开序幕，这

个在煎饼上写诗的人，背着他的“煎

饼诗集”走进了后湖，不少人来到

他的煎饼摊前，有的为了吃口正宗

的山东大煎饼，有的是为了他的诗。

对长沙这座城市，陈光耀早有

向往。此前，他因为出差而途经长沙，

虽没有时间仔细游览，但这惊鸿一

瞥，长沙已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这一次来，我打算好好尝尝

长沙的美食。”陈光耀笑言，他对长

沙人的热情早有耳闻，这一次他带

来了七八百张煎饼，“之前去别的城

市摆摊，一般都只带两三百张”。

或许有人会问，陈光耀是谁？

如果你说他是个诗人，那他要

摆摆手笑称自己是个卖煎饼的；但

倘若你只唤他一声“卖煎饼”的，

他又要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他会写诗。

今年 29 岁的陈光耀是山东潍坊

人，从记事起，煎饼于他而言，就

像是空气和水一样一直存在的事物。

今年 8 月辞职之后，从小就喜欢写

随笔、散文的他“被迫”成了一个

全职诗人，于是，在诗歌没有办法

填饱肚子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想

起煎饼来。

“那是一个 8 月末的午后，我在

回老家的路上看到了一个煎饼摊，

阳光下一个个新鲜出炉的煎饼薄如

宣纸，便萌生了在煎饼上写诗的想

法。”陈光耀清楚地记得，他坐在弟

弟开的三轮车上，一边吹着热烈的

风，一边迫不及待地和弟弟讨论着

怎么把这个听起来有点荒谬的想法

付诸现实。

试了很多种方法之后，陈光耀

想起流传于家乡杨家埠的传统木版

年画，其制作方法简便，且工艺精湛，

只需要先画出线稿，反贴在梨木版

上分别雕出线版和色版，便可调色、

印刷，成品十分自然生动。

于是，陈光耀用传统的山东大

煎饼做“宣纸”，买了大桶的甜面酱

为“墨水”，又购置了各种雕刻和烙

印的工具，开始用传统木版年画的

印刷工艺来制作他的“煎饼诗集”。

几经波折之后，从开始有些破

损地印出“煎饼诗集”几个大字，

到清晰又完整地印出整首诗，后来，

陈光耀索性还给煎饼排版，一大张

分为九宫格，刚好写下八首小诗和

一个大标题，就这样，一本“煎饼

诗集”诞生了。

“‘煎饼诗集’第一次和大家见

面是在青岛。”陈光耀回忆说，10

月末，他带着两百张煎饼走进了位

于青岛城市阳台的一个书展，在那

里，他第一次支起了他的煎饼小摊。

“来的人都直呼稀奇，说天天吃

煎饼，但还没见过在煎饼上写诗的。”

陈光耀一边笑着，一边现场制作“煎

饼诗集”给大家看，沾满酱汁的笔

刷在刻版上一画，大张的煎饼铺展

开来，一盖一压，清晰的文字便印

到煎饼上。有胆大的先来尝了一块，

紧接着三个、五个，越来越多人上

前品尝，不少人吃完后笑称：“你这

诗又香又脆呢！”

收获：交换诗，也交换爱

其实，“煎饼诗集”并

非陈光耀第一次在诗歌表

现形式上的创新实验，此

前，他还在自己的朋友中“发

行”过一本“废纸诗集”。

那是 2021年末，还在

疫情中的寒冬很是难挨，

陈光耀便想起用诗歌的方

式来向朋友们传递关心和

爱。

“我给几十个好友发了

消息，邀请他们把自己手

边的一些废纸寄给我，我

收集好这些废纸，写些诗

在上面，再寄回给他们。”

陈光耀回忆道，信息发出

后，他开始陆续收到朋友

们寄来的各种“废纸”，有

时是张旧报纸，有时是张

旧报表、画错的图，有时

又是孩子做题用的草稿纸，

甚至是广告……

“从这些废纸里，我能

大概知道朋友们在过着怎

样的生活。”陈光耀一边整

理着这些从四面八方寄来

的生活印记，一边把记录

着自己所思所感的诗写在

上面，整理装订好后再顺

着来时的轨迹寄回给大家。

“我想，在这场交换中，废

纸也有了新的意义。”

“我和我的诗，都得在

路上。”在陈光耀的世界里，

或许不同时候诗的载体各

不相同，但是因为诗歌所

产生的种种情感的链接是

一样的。

如今，带着煎饼小摊

不停出发，陈光耀一路旅

行，也一路收获。

“我开始尝试更多的新

形式，以物换诗，以诗换

诗。”陈光耀说，有次在乡

村集市上摆摊，旁边是一

位卖鸡蛋的老婆婆，他便

改变形式：凭一颗鸡蛋就

可以换取一本“煎饼诗

集”；而在一些城市书

展上，他便摊开本子

“邀诗”，大家用诗

同样可以换取“煎

饼诗 集”……

他也不知道自

己还会带着“煎

饼诗集”旅行

多久，但是对

下一个城市的

期待一直催促

着他继续出发。

诗是虚无的，

是精神的，是看不

见摸不着的；煎饼是实际

的 , 是物质的，是握在手

中吃得饱的。他从来没有

想过吃完这个煎饼会有什

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他只

是喜欢背着煎饼四处游荡。

“如果他来到了你的城

市，你路过时可以停下来

尝尝；如果他人没来，你

也可以停下来尝尝。诗读不

读没关系，吃到肚子里不

浪费，就是他的诗的全部

内涵。”陈光耀一路书写着，

拥抱着心中的诗与远方。

出发：开启全国“巡喂”之旅

收获不少点赞之后，

陈光耀带着煎饼小摊开始

了一场“喂”你写诗的全国

“巡喂”之旅，他的“煎饼

诗集”相继走过了山东的

青岛、潍坊，河南焦作，再

到大连、长春、沈阳、杭

州……

“在这些城市，我参加

了很多艺术书展、非遗展

览还有乡村振兴类的活动，

也遇到了很多各行各业的

人。”陈光耀回忆道，不

少素未谋面的人走到摊前，

不管是冲着煎饼还是冲着

诗来的都能和他交谈几句，

有时对方聊得兴起，索性

直接上手帮他一起做起煎

饼，他也不见外，隔天摆

摊还要再把他们唤来。

“有一次，在河南遇到

两个很热情的朋友，他们

直接在我摆摊结束后带我

在当地来了场两日游。”陈

光耀笑着说，这些带着煎

饼在路上的奇妙际遇总让

他觉得无比珍贵。

令他印象格外深刻的

一次是，在河南焦作修武

县的一次乡村戏剧节上，

他还遇见了一群可爱的小

诗人。

“我在做煎饼时，一群

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围了

过来，若有所思地盯着我

看。”直到和带队老师交谈

后，陈光耀才知道他们是

大南坡村小学的学生，受

邀来参加戏剧节，这所小

学的学生平常也会学写诗，

老师还把学生们的诗整理

成诗集，在当地的火车车

厢里做了一场流动展览，所

以孩子们看到这些写在煎

饼上的诗时，一时入了迷。

听完老师的讲述，陈

光耀立马邀请小朋友们现

场读诗，读完便送他们一

本“煎饼诗集”，不少同学

争先恐后地朗诵起诗来，

甚至和他交流诗句。“很开

心和孩子们有这次遇见，

让我们对诗歌都有了新的

认识，希望我们都更大胆、

创新，把诗歌‘玩出更多

花样’。”他笑着说。

带着煎饼去旅行，这个诗人   你写诗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雪炎  

“他把诗写在了煎饼上，
他经常背着煎饼到处游荡，
如果他来到了你的城市，你
路过时可以停下来尝尝，诗
读不读没关系，吃到肚子里
就不算浪费……”

于 是， 一 个 小 摊， 一摞
煎饼，八首诗歌，十个城市，
这便是属于陈光耀的 2023 旅
行年度报告。

“诗歌不能卖钱，煎饼可
以饱腹，于是有了煎饼诗集。”
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
访时，陈光耀坦然笑道。

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