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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品读

5月 14日下午三点，《流泉诗选》新书发布和赏读会

在丽水市图书馆多功能厅举行。此次流泉新书《流泉

诗选》发布及诗歌赏读，由丽水市文联、丽水市图书馆、

处州晚报主办，浙江星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50多

名诗人及诗歌爱好者参加了新书发布及诗歌赏读会。

流泉原名娄卫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

协会会员。先后在《诗刊》《十月》《星星》《北京文学》

《扬子江诗刊》等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多次入选各

种年度选本。作品曾获首届大观文学奖、瓯江文化奖

等多个奖项。著有诗集《白铁皮》《砂器》等，主编《丽水

诗典》。

《流泉诗选》是流泉的最新诗集，收录诗歌 120 余

首，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2 年 4 月出版上市。著名诗人、

鲁迅文学奖得主胡弦，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耿占春，

著名作家、十月文学奖得主马叙联袂推荐。

《窑变》《暮春之诗》《在打铁铺》《风是闪电的种子》

《钻石》《操持》《隧道》《途中》《石头记》《一封情书》《认

识论》《大窑记》《星空》《风耳瓶》《旧书记》《拾星光的

人》《一块有理想的玻璃》⋯⋯流泉的诗歌就像他的名

字一样，静水流深，从日常事物中潺潺流出，波动着从

容自在的光辉，而他冷静克制与简洁的语言风格，营造

出了一种冷抒情的诗歌叙事范式。

细读《流泉诗选》每首作品，能完全体验流泉创作

“态度”的一次全景式呈现。细读《流泉诗选》每个字，

读者能读懂流泉人到中年后，回望曾经的日子，依旧能

保持一颗纯粹的心。

“搀扶摇摇晃晃的中年/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天，

永不消停的/绵密的那些细雨/从瓦楞上滴露下来，如一

千个祝福挂在大地的/嘴边⋯⋯”赏读会上，流泉介绍新

书出版情况及创作谈。流泉介绍说诗选中大部分作品

写于 2018 年至 2021 年期间，其中也有一小部分为若干

年前旧作。编排上不留创作日期，且将相同题材的内

容拆分布局。其用意有两个，一是能较完整呈现个人

的创作风貌，二是尽量规避读者连续阅读时的视觉疲

劳。该书的内容涉及乡村、青瓷、风物，但更多的是对

个人中年境况的心灵挖掘。

流泉写作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末期，后因种种原

因停笔十数年，直到 2008 年复出重拾“诗歌”。在停笔

那些年，流泉对诗歌的热爱并未泯灭。

“这部个人诗歌专著，以诗歌方式诠释我的中年，

琐碎，无奈，挣扎，坚守，期许，时光的走动，铭刻着我全

部的真实的内心境遇。”流泉说，“诗歌于我，就是一场

缓慢的修行。因为诗歌，我收获到坦然，一种身处逆境

时不断向前的乐观心态。因而，在我的书写中，真诚是

第一要素。同时，对艺术孜孜地探寻，又让我变得年

轻。”

会上，诗人乔国永传达了胡弦、耿占春、马叙品读

流泉诗歌感受。丽水本土诗人叶丽隽、斯也、大喜、范

军、江晨、丙方、叶琛、郁颜⋯⋯依次发表对新著《流泉

诗选》的赏读。在嘉宾赏读过程中穿插了曾彤、陈昕、

雷法全等几位专业老师和诗歌爱好者的诗篇朗读，书

声琅琅、感情真挚。

以诗歌方式诠释中年
流泉新书《流泉诗选》发布及赏读

笛声（市直）

不可否认，中年的流泉正走向创作的高峰期。这也

证明了创作的灵感是没有时间和所谓的人生阶段限定

的。诗人一方面是从自身出发，在作品中寄托理想、宣

泄情感，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传递给读者的信息关照到

他自己和他所处的时代，如果没有诗人的介入，读者也

许会错过这一切。为此诗人要受着满足看不见的倾听

者审美要求的精神压制，也正因此，流泉的中年变得极

其谨慎。他小心翼翼地体察生活、精心设定表达指向，

用饱蘸情感的笔，把万物的美好与缺憾织进了他的诗

行，也把一腔真诚写在了诗歌当中。

每一个人，在一生的某些时刻都曾有过忧郁的日

子，流泉亦不可避免。当诗人写下“我的孤独/就是一条

河越过峡谷时全部的/孤独——”（选自《沉沙》）；当诗人

写 下“ 尘 世 啊 ，总 有/那 么 多 悲 伤 ，等 着 我 们/去 原 谅

⋯⋯”（选自《拾星光的人》）；当诗人写下“俗世恰好有

大片风声/落下，寻求突围的人/必定会像暗夜中的受难

者/突见，辽阔的星辰⋯⋯”（选自《饮风》）。这些极具辨

识度的中年开悟，为诗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诗情。写

诗对于流泉来说是灵魂的憩息、净化，通过写诗，他从

凡俗的现实社会中逃离出来，可以毫无戒备地躲进自

己精心营造的精神家园里。

在诸多诗歌的意象构成上，流泉找到了以自己的象

征化意象及意象组合的独特方式，将生活中原本习以

为常之事物本来的意义虚化，然后赋予一种超生活本

意之上的喻指意义。例如《在打铁铺》，“生锈的铁”是

诗人情感化外的一个象征载体，诗人把锈迹的中年以

淬炼和修复的形式进行反观，来调试自然消涨的情绪，

以抵豁达之境。《暮春之诗》则是流泉运用意象组合手

法的典型作品。鸣鸟、种子、白云、风尘、老脸褶皱等意

象体现出了事物虽美好却稍纵即逝，抒发诗人对时光

流逝的无限感慨。诗人流泉还喜好将情感寄托于传统

器物之上。《银器》以一种诚恳的态度专注于自己的一

方世界，凭借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感触来传达寄生于

嘈杂喧嚣时代的体验，以及对往昔美好的回想。

在诗艺技法上，其陌生化的语言场景往往给人耳目

一新之感。比如《饮火》中“而石英作为一粒种子/接近

冰的内质，却又/激情催生/于沉默者而言/它是燃烧物

⋯⋯”把石英比作种子，这种语义偏离的比拟，多少有

一些移就修辞的成分。再比如《竹枝词》中“一亩薄田

的江山是一块碑/剪下的明月，一半竹枝，一半暮色中的

旧经卷⋯⋯”诗人有意识地将对甲事物的描写以及用于

甲事物性状的词移转用于修饰、解析乙事物，这种抛弃

司空见惯熟悉语言、打破且偏离常规机械化表达的语

言，让人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感受，豁然明白“大同世界”

有“大不同”。

“诗不是某一个感官的享受，而是全感官或超感官

的东西”。流泉的诗写并不止于唯美意象的构建，在超

意象外不乏还有一种让读者心绪瞬间被抽拉起来的叙

述魔力，令人轻而易举地感知到他日常生活调子里的

舒卷自如，也以此读懂他在冗杂的都市生活中渴求保

持个人自由、拒绝入世随俗的人生态度。流泉的诗歌

写作技法也不囿于语言的陌生化，他在素材的选取、文

本的构建、诗意的提纯上，处处闪现着独特的魅力，他

常常化古为新，其含蓄、细腻、典雅之美的外衣之下，或

有一个介于真实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的孤独灵魂在呐

喊。

诗人流泉无疑是一个忠实于生活的人，注重个人体

验的诗歌写作一直是他的创作原则。他将镜头对准真

实生活，对准事物的本真，把自我、中年和这个时代有

机地统一在了一起；他用热情浓郁的诗情愉悦着自己、

激励着自己，他在求索的路上找寻着精神乐园之时，也

赋予着读者温暖、向上的力量。

用热情浓郁的诗情致万物的美好
——品读《流泉诗选》

叶琛（市直）

流泉的诗是记，是颂，是论，是书，

是辞，面对天地万物纷纭人世，他的目

光是沉着的，探究的，并不急着去寻找

意象或进行升华，这使他的诗看似在

进行外部审视，却实际上有种自然的

内部发生，这是为诗之道，又类似一种

写作信仰，保证了他在通神之路上行

进，并能够在“整个夜晚牵着星星的

手”。

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得主 胡弦

流泉的大部分诗篇都提供了一个

时辰和地方，它是多重事物的交汇处，

是可见的事物与不可见之物的汇流

处；从可见之物的描述看，流泉的诗是

经验论的，但又超越了经验让尘世之

物闪着光；他让语言穿过尘世的噪音

与尖叫抵达了深远的沉默，让语言擦

亮了那些用旧了的事物使之焕然一

新。对流泉来说，写作是让生活经验

发生“窑变”的语言工艺，让“燃烧的意

义”释放出人性善的光芒，这就是为什

么读流泉的诗会给人带来内心发现的

喜悦。

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 耿占春

这些年来，一直在读流泉的诗，喜

欢他在诗中所呈现出的剑戟般的冷火

焰，同时也布满着经典质朴的语言光

辉，并以这样的写作磨亮了一件又一

件事物。由此在阅读中感受到的是他

的静水深流，以其隐忍与冷静，从容与

自由，营造出了一种我所喜欢的冷抒

情范式。

著名作家、十月文学奖得主 马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