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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诗人，选择清晨这样美好的时光，釆
集她生命的露珠，诗人的心无疑是纯洁无瑕，
优雅善良的。安乔子敏锐地捕捉到大自然给人
们的美好馈赠，完美展示露珠带给人们的智慧
和力量，还有关爱与甘霖等象征。从某种意义
来说，《在清晨釆集露珠》闪耀生命的纯洁和美
好之光，读者除了从中获得美好的艺术享受，
还可以从中感受哲理启迪，这是令人欣慰的。

出版人彭明榜有一句十分精辟的话，“心
上没有诗，就像地上没有花朵”，心上的诗，
心灵的诗，用在安乔子的诗集是恰如其分的。
安乔子作为一名年轻的八零后诗人，看得出她
的诗都是来源于心灵，是用心灵来写的。所以
才能够感人至深。如 《水上的日子》 看似平
凡，实则情感炽热，真挚感人，寥寥数语构架
一个大爱父亲和一个善良贤惠妻子的形象。又
如《余生》，“爱与恨达成和解之后，左手和右
手/伸出一条铁轨/去一个远方的远方/火车，今
夜请将我的余生带走”，想象丰富，至坦至
诚，不仅具有诗性之美，还闪耀人性光辉。再
如，《在清晨釆集露珠》 堪称一首灵魂之作，
诗人率真，大爱，执着，坚持，“如果有这样
的工作/我愿每天早上披着晨光/去田野上釆集
露珠”，虽然辛苦，但是对于大爱的诗人来
说，她愿意“像一个傻姑娘/做一些傻事”，目
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它们装在心爱的瓶子
里/在一份份的晶莹里/珍藏它们一生的光芒和
纯洁”。珍藏露珠一生的光芒和纯洁，这是多
么美好的事情。诗人接着写道，“在一天中最
好的时光/我愿这样傻傻地/去收集人间的露珠/
像收集穷苦人的泪珠/像看见无数流泪的眼

睛”。读到这里，你可以感受到诗人的善良，
内心的柔软。诗人做到了，但她并没有停止脚
步，而是继续发力，内心发出了最强音。经过
精心的营造和氛围铺垫，诗人在最后几句诗作
了一次全新的升华，“当我从田野深处回来/露
珠们像一个个可爱的女儿/围在我身边，渗透
在生活的缝隙里/像门前那条小河/叮咚叮咚地
流向我/这样我便获得了恩赐和宁静”。这首诗
发自内心，向内书写，挖掘人性之美，从而获
得了内心的宁静和上苍的恩赐，达到一种全新
的境界。

诗歌作为文学的皇冠，亲情的书写是其中
的重要元素。在安乔子的诗集中，对亲情的书
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构建诗人生命的精彩。
如《父母》《祖母的围巾》《父亲体内的石头》

《写给儿子》《母亲和柚子》等等，都是亲情书
写的感人诗篇。我被那首《祖母的围巾》震撼
到了，她笔下的祖母温暖而有力量，留给诗人
的是满满的回忆，最后两句感人肺腑，令人泪
涌。“她坟头首先长出的那片草/是爱美的她给
自己织的围巾吗？”诗虽然短小，但蕴含生命
的力量，无限的念想。写给《父母》的诗则是
宁静且温馨，入诗十分平和又真实，颇有几分
烟火人间的味道，而“我们姐弟几个坐在院子
里/围着火炉取暖，把夜聊得很晚/炭火暖暖地
舔着我们/燃烧像一支不眠的小夜曲”。说句心
里话，如果此时诗人停下脚步，这首诗大概率
也不会直击人心。反转来了，“我们都不约而
同想到小时候/我们早早地入睡了/而我们的父
母，还在外头忙着/深夜他们会过来看看我们/
有没有出汗，有没有踢被子/有时他们坐在院

子里/说话，商量着什么事/轻声细语如同月
光”，字里行间都是父母对儿女的爱，笔者感
动得热泪盈眶。诗人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继
续演绎亲情中的精彩，“现在，他们在里头睡
着了/像是我们熟睡的孩子”，真的是神来之
笔，驰骋的诗思将全诗推向了高潮。“轻轻的
鼾声像星辰在头上闪烁/我感到人间的辽阔和
安稳”，意犹未尽，耐人寻味。诗人安乔子作
为母亲，虽然年轻，也已经体验到了为人父母
的艰辛。因此，诗人《写给儿子》的诗格外真
挚感人，“因为你，我内心的小女孩停止了生
长/她收起了任性、野蛮和多情/温声细语做一
个好母亲”。寥寥数语，将年轻母亲仿佛一夜
之间的长大，描述得活灵活现。诗中的最后三
行，可怜天下父母心，写出发自灵魂深处的呐
喊，“你知道吗，当你第一次喊我/我就知道我
欠你的/要用一生去偿还”，笔者读到这样的诗
句，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清新，是安乔子诗集中的一大特色。诗人
对人世间充满希望和自信，她勇敢选择在清晨
这样的时光，就是选择清新，选择淡定与从容
不迫。清晨的空气是清新的，尤其是在辽阔的
天空下，及一望无际的旷野，带给读者诸君的
是无限的遐想。安乔子的诗集不乏这些清新的
诗篇，如《黄昏》《在海边》《我的河》《七夕
之夜》等等，不胜枚举。《黄昏》一诗充满浪
漫与温馨，将诗人的优雅、温婉表现得淋漓尽
致。“黄昏。你说，到江心去，那些芦苇懂得
爱人/那么柔软，在风中摇曳/此刻它们多么像
你，像你温柔的起伏/啊，黄昏。你是芦苇，
是遍地涌动的月色。”黄昏，像一幅美丽的画

面展现在面前，不得不感叹诗人驾驭语言的能
力。其中的重要因素，便是语言的清新和表达
方法的清新。“黄昏。你说，到江心去，那里
的流水会心疼人/听它们的暗语，那一地的水
草/它们是如此心心相惜/啊，黄昏。你是江
水，是南边夜夜的放歌。”不落任何痕迹，只
是简单的一问一答，却是四两拨千斤，收到良
好的艺术效果。“这个黄昏是多么静寂，是多
么令人怜惜/我们一抬头，就是无穷无尽的月
色/我们一抬头，就是一片白茫茫的水/此刻，
天上与人间/谁也不说谁的悲伤/谁也不打扰谁
的安静。”读到这里，我禁不住拍案叫绝。细
看一下，这首诗发表在 2010 年的 《星星诗
刊》，当时诗人才20余岁，创作出这样的诗非
常难得。

生命的具象无处不在。能够进入诗的世
界，应该是诗人的“意”加上“象”构成诗歌
世界的意象。安乔子的诗集中绝大多数诗对意
象的选择都是精心的，其中的文化底蕴十分明
显。除此之外，大批密集的意象，诸如“蘑
菇”“谷”“土豆”“鸟”“风”“落叶”“白鹭”
等等，诸多的具象，经过与诗人多年修练的

“意”组合成全新的意象，成为每首诗不可或缺
的元素。这些都是诗人带给读者诸君的惊喜。

安乔子的诗集《在清晨釆集露珠》闪耀着
美好和纯洁的生命之光，是一部源自心灵的
诗，一部带着梦想的诗，一部充满希望的诗。
她在这个希望的春天里，将生命的美好带给广
大读者。如果你喜欢安乔子的诗集，不妨也找
来好好读一读，也釆集一滴闪光的露珠，收集
起来，作为一个美好的纪念。

每到月底，各大刊物纷纷推出下月的新刊目
录。近日，在漆诗歌沙龙群，高作苦发布了 《诗
刊》2024年第7期目录链接，并告诉大家，“第一现
场”栏目中的温雄珍是玉林兴业县人。同时补充介
绍，温雄珍小学五年级辍学，15岁就开始以打工为
生，已持续打工30多年，现在还在广东东莞市某烧
烤摊当服务员。

在《诗刊》重点栏目发表组诗，小学辍学，烧
烤摊服务员……这一系列反差极大的关键词，引起
了大家的一片惊叹。温雄珍很快被请入诗群。这也
是我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好奇中，我点开她的头
像，立即就被头像上的一首小诗抓住了：

《幻像，或境》：蓝色巨鲸，飞翔的岛屿/蕾丝边
压住的细浪/纤腰到锁骨，你不能否决女性的美/听
吧，月下的母亲，祷告中的母亲/她的儿子在乌克
兰，她的儿子在耶路撒冷/她的儿子在阿富汗/无边的
荒漠如胸脯起伏，她倒卧的十个儿子/请拿走他们手
中的毛瑟枪/给他们吉他，或酒瓶。

这无疑是一首关于母爱的诗歌，但其中的母
爱，已经超越了血缘、家庭、国界；这还是一首关
于和平的诗歌，从母爱出发，祈祷战场上的儿子能
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回到音乐与美酒中来；这同时
又是一首关于女性的诗歌，女性的美丽、悲悯与伟
大，在诗歌中以细节切入，却引领着读者走向宽
阔。这样的视野，无疑是诗人的视野。在我的阅读
经验中，有如此开阔视野的，至少在广西诗人当
中，还是少见。

这首诗深深地打动了我。由此，我也对温雄珍
的诗作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高作苦先后给我发来
她的诗歌中，就包括她在 《诗刊》 发表的 5首诗，
即以《群山与江河诵》命名的一辑组诗。

诗中有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贺兰山，有
怒江，有鬼针草。从群山和江河中，不难看出，温
雄珍对于来自大自然那种神性的感悟能力，而且，
颇有佳句。

她写巴颜喀拉山：“游走在约古宗列曲的绵羊/
到了晚上，把群星带回人间”。

写阿尼玛卿山：“风削石头，从不削柔软的雪/
这些魂，真干净”。

写怒江：“只有愤怒才能更好地保存它们的慈
爱”。

在诗歌中抒写山河湖海的宏大与雄奇、力量与
永恒之感，带给人观照自身渺小，从而引发人与自
然、肉身与灵魂的一些哲学思考。联系到温雄珍的
小学辍学，我感觉，她的诗歌语言干净简洁，颇具
文艺气质，并没有凌乱与杂芜。如果有人认为这些
诗的作者是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的，这也很正常。
个中原因，必然有年岁与经历带给她的沉淀，应该
也与她广泛而自觉地阅读有关。最近她在漆诗歌沙
龙群里还贴出了这样的一首诗：

《一米阳光》：我们使用古老的丈量法，古老的
秩序/无数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对
视的下午//虚无的阳台跨栏，折射中的玻璃/索尼娅
行走在西伯利亚五月的风暴中//请为她挽起一缕湿漉
的头发/露出来的宽阔前额，和迷失者跃上的阳台一
样/她不是唯一，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穿过玻璃，走到
暗沉的房间//一个女子合上膝盖上的书页，她们之间
有几个世纪的重叠/也是那样的下午，阳光恬静柔和/
我们心照不宣忘记彼得堡。

我的一位朋友评价：这不过是堆砌一些人名与
地名，有点故弄玄虚。我听了只能哂然一笑。在我
看来，这首诗里涉及到的人名与地名，都指向一种
文学地标，一种深厚的苦难与思想的结晶。诗人为
我们展现一种风暴，它既无情，又迷幻，介于历史
与现实之间。在这首诗里，诗人的眼光同样聚焦
于女人，只不过，是饱经风雨并且在书籍当中接
受着启示和洗礼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几个世纪
之前有，如今有，几个世纪之后，依然有。我喜
欢这首诗，是因为读到了其中惺惺相惜的“重
叠”之意。而在这里引用，是因为我认为，这首
诗可能是温雄珍忙碌于日常生活，从深夜的烧烤
摊归来之后，潜心阅读的一种写照。如上所述，
我对温雄珍的生活知之甚少，但可以猜想，在烧
烤摊之前，她应该还从事过别的工作。在不同工
作种类、身份角色、地理位置等切换过程中，诗
歌在温雄珍的生命里，到底有着怎么样的意义？
我们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籍着诗歌
表达自我，温暖自我，却并没有籍着诗歌去做歇
斯底里的指责或者呐喊。从策略上说，这并不利
于一个诗人的出名。但出名与否，对一个真正的
诗人而言，真的那么重要吗？

从15岁开始外出打工，在这个过程中结婚、生

子，温雄珍的经历，也许是很多打工族的人生写
照。不同的是，在某个特殊的节点——或许也是她
与生俱来的爱好和天赋——她选择了诗歌，或者
说，是诗歌选择了她。相对于一些出身草根并一直
抱怨命运、对抗命运的诗人来说，温雄珍似乎是沉
默而温和的。

组诗《群山与江河诵》的最后一首短诗《鬼针
草》，我读到了温雄珍对自己角色定位的某种自觉：

落羽杉，紫荆，火焰树，有规则地排列/我不
想成为它们中的一个/所以就要穿过它们，到江岸
边的凤凰树下//风带来微腥的气味，吹着低头/为我
摘去裙摆上鬼尾针的人//这里视野开阔，可以看到
对岸的楼群/我们身后，白色的花朵儿散满树与树
的空隙。

在这里，落羽杉，紫荆，火焰树等植物，指代
的是什么？诗人不想成为它们中的一个，是因为它
们身材的高大与花朵的招摇，还是因为它们“有规
则地排列”？风吹着那个低头为“我”摘去鬼尾针的
人，这个细节让人倍感温暖。也许在诗人的心目
中，那些“散满树与树的空隙”的白色小花 （即鬼
针草的花），才更接近于她对自己的认同：它们如此
普通，却又如此努力地生活着，并且互相帮衬着。
也许，温雄珍的生活圈子是平凡的，她在其中的生
活也是平静而温暖的。她的内心对于命运，并没有
太多忿忿不平之感。但也恰恰因为这样，她的阅读
与思考，她对于与我们相隔似乎颇为遥远的世界大
事的关注和抒写，便也显得更为可贵了。

高作苦同时交给我的，还有温雄珍一组题为
《迷宫》的组诗。诗很长，44节，将近700行。粗略
地阅读之后，我更愿意理解为这是一首长诗。诗的
题目，很自然地让人想起博尔赫斯，那位以迷宫式
写作著名的图书馆馆长。相对于上述短诗，这一组
长诗的语言更为繁密，意象更为丰富，含义更为复
杂，实验性也更强。温雄珍试图在诗中梳理一些历
史碎片，过去的人和事；同时，也有不同地理、不
同语种的著作和事件之间的纵横交错。她确实是在
构建一座迷宫，在数不清的廊柱、楼梯与玻璃镜面
之间，有反思，有诘问，更有锋利与冰冷在字里行
间反复呈现。这首长诗充分展现了作者的才华与勇
于探索、构建自己的诗歌宫殿的野心，让我对温雄
珍未来的写作充满了期待。

□ 谢向东

闪耀纯洁和美好的生命之光
——读安乔子诗集《在清晨釆集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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