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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周华海是遂昌职业中专的一名保安，他
坚持写诗三十多年，并于 2018 年出版了一本
个人诗集《向万物看齐》，保安诗人的头衔给
他带来不少关注，2019 年 4 月 27 日，处州晚报
3 版刊登《遂昌职业中专有个爱写诗的保安大
叔》报道了他的事迹。

■开栏的话

丽水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共富路上，丽水人以哪种姿态奋力前行？

时光顺流而下，瓯江奔流不息。有些人，有些事，离开或者到来，都在这方绿水青山间，持久回响。

见过这些人，遇见这些事，总能让我们坚信，丽水人是一群愿意好起来的人。他们勇敢又深情，他们柔软又坚

强。他们用扎实的足迹告诉这个世界，所有世事，不仅只是果然如此，所有人都可坚信，这个世界还能如此。

丽水人还是一群心怀热爱的人。他们爱自己，也爱他人；爱喝茶，也爱喝酒；爱穿高跟鞋，也爱穿跑鞋。正因为

选择了热爱，丽水人一直自带光芒。

除此之外，丽水人还是一群爱创新的人，特别有趣又好玩的人，既追求时尚又注重传承的人⋯⋯

万人万面，我们各不相同。同一个蓝天下，我们也有共同的名字。前路道阻且长，但我们也正在正确的道路

上。

世界你好，共富路上，我们来了！

时隔 3年，记者再次采访了周华海，削瘦精干的

周华海身着保安服，带着一副老式细框眼镜，腰杆

笔挺，他用带着些江山口音的普通话，跟记者讲述

了他一生的传奇经历。这位看似不起眼的“扫地

僧”曾是一名中学老师，之后下海经商，做过上百万

的生意，也经历过一无所有、负债累累的打击，但唯

一不变的，是对诗歌和万物的热爱。

世事浮沉，从“富翁”变“负翁”
我是衢州江山人，1963 年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家

庭里，当时我家房子被火烧了，一家 6 口挤在窝棚

里，我 3 岁时父亲中风，全家人靠着母亲干活养家，

挨饿受冻是常有的事。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6岁时，我就跟着哥哥姐姐放牛、捡柴火、干农活了。

生活经历让我意识到知识的可贵，上学后，我

的成绩名列前茅，1981 年我考上了当时的丽水师

专。那时候的大学生可谓是凤毛麟角，我觉得自己

的人生有了转折。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当时的遂昌

成屏乡初级中学，成为了一名物理老师，之后结婚

生子，过着平淡的日子。

婚后，我时常觉得和只有初中文化的妻子没有

共同语言，于是在儿子 3岁那年选择了离婚，工作上

办理了停薪留职，下海经商。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制作电视节目，还在实习时

我就暗自学习前辈打电话拉业务的话术，第一次出

马就拉到了一单二十万元的广告，让同事们对我刮

目相看。

2000 年，我和朋友一起到广西开拓市场，几年

里，策划拍摄制作了 32集专题节目，承办了《走出困

境》等多个大型电视活动，最多的一年我们拿下 100
多万元的业绩，盈利 45万元。

做生意后，我开始变得有钱，还在江山老家买

了房子。但是我一直不喜欢和人打交道，总觉得酒

局饭桌上的事情太俗套，于是挣了钱之后就回家炒

股、炒期货。我认为自己学的物理专业能摸清事物

发展规律，但那时把钱看得太重，股票一跌心里就

慌，反而把挣的钱都亏了。

也许是出于赌徒心理，越亏钱我越想挣回来，

于是问身边人借钱，慢慢地雪球越滚越大，终于我

意识到自己无力偿还债务，只好卖房还债。就那

时，我依然想背水一战，东拼西凑借了十几万元继

续炒期货，没想到亏得更多了。我终于意识到，这

就是一个无底洞，无论怎样都填不满。

成为保安，寻得心灵的宁静
我的前半生可以说是掉进了“钱眼里”，一心想

着“钱生钱”，结果不仅赔了房子还欠了十几万元的

外债。2015 年，我来到遂昌当代课老师，后来成为

一名保安。

说实话，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去当保安，

内心充满了焦虑、恐惧和不安，但那时经济压力太

大，一心想找一份工作。没想到在平凡的岗位上，

在日复一日的巡逻中，我突然领悟了生命的真谛：

欣赏世间万物，感受平凡生活的美好。

电光火石之间，我仿佛回到了大学第一次接触

诗歌的时候，那是诗的年代，浪漫的年代，大学里到

处都是写诗的人，氛围非常好。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在一本文学杂志上接触到了诗歌，瞬间照亮了我

的心灵。

我的心里重新扬起创作的欲望，想将自己看到

的美好写下来。写诗让我的心灵获得宁静，让我的

灵魂变得干净。我渐渐意识到，金钱不过是人们想

象出来的概念，花、鸟、树木，世间万物都不需要钱，

但它们依然如此美好。

解开心结后，我觉得每个月 1500元的工资足以

让我生活得非常幸福。每月 15号工资一到账，我就

准时还债，留下 400 元的生活费。平时在家里和学

校食堂吃饭，除了抽烟基本没什么开销，几年下来

还从生活费里攒够了出诗集的钱。

2018 年年底，在诗人朋友的力荐和帮助下，我

终于出版了诗集《向万物看齐》。更让我开心的是，

诗集出版后，县里奖励了我 2 万元，市里奖励了我 3
万元，一下帮我减轻了不少债务压力。去年，我终

于还完了所有的债，也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

我 非 常 享 受 现 在 的

生活，闲暇的时候，我会

看看书，或者去爬爬山，

把自己放在野外，去欣赏

感受自然的美好。接下

来我准备开始写散文，将

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故

事，讲给大家听。

记者初见周华海时，简单做了介绍后，他

便背诵了几首他最喜欢的诗，周华海带着江山

口音，吐字不很清晰，但声情并茂，不自觉就感

染了周围的人。

在 5 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讲了很多关于

人生的思考、诗歌的理解、社会的洞察⋯⋯周

华海认为万物已经足够美好，人们要做的是学

会发现和欣赏。

周华海把这份“豁达”和“坦然”带进了他

的诗歌里，这些文字一点一点消弭和涤荡着由

俗世带来的“紧张感”和“压迫感”。

诗集《向万物看齐》辑录了 126 首诗，时间

跨度从 1985 年到 2018 年，记录了周华海 30 多

年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每一首诗都是他的一段

生活。

“我知道幸福的来源/一块石头的形状，一

只蟋蟀的鸣唱/一片树叶的飘落⋯⋯/我都能

从中尝出宁静的味道”这是 1991 年周华海在

遂昌城郊成屏中学当老师时写下的感悟。

刚来遂昌时，他在北界小学当了一段时间

的代课老师，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段日子倒也

过得心安理得。他在《给藤蔓缠过的人》中写

道：“我能感触到孩子们一丝丝轻柔的试探/感

触到比藤蔓更轻的缠绕，和攀援/我如果再坚

持/就可以把花朵举过头顶，送到蝴蝶的翅膀

上。”

周华海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也感染了许

多身边人。学校的吴振英老师就是周华海的

粉丝，第一时间就读完了整本诗集，“保安大叔

出诗集已经传遍了校园，他对诗歌的追求与热

爱真的太励志了！”

在快节奏的当下，人们不是疾走于大街小

巷就是奔波于柴米油盐。有人执着于眼前苟

且，总抱怨生活一地鸡毛；有人却不惧负重前

行，将生活写成了诗。周华海正是后者，纵然

生活颠沛流离，幸有诗歌相伴，这世界依然那

么“可爱”。

记者 谢佳俊 见习记者 杨潇 通讯员 吴振英

■记者手记

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事业 迎来了平平淡淡的幸福

诗人保安周华海：感受平凡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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