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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女有梦在诗歌

湘潭 18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女诗人，
用诗歌记录她们独有的生命体验，对爱
情的怦然心动，对父母老去的哀婉，对梦
想的坚持，对人生的反思，汇集成一整套
《湘女梦》诗丛。

《湘女梦》的诗歌，有的大气、刚硬，
有的隽永、深邃，有的明澈、真诚。谭清
红在《孤独与自由依然并存》这首诗中写
道：“孤独与自由依然并存。我可以裸着
或半裸着，贴着黑玫瑰丝羽泥膜，偷油婆
似的在故纸堆里穿行。没想找到什么，
因为没想到丢了什么。黑蚂蚁一样的文
字下面，那些条条点点线线，是我走过的
路。”中国内地作家、编剧黄亚洲认为，这
是诗人表达自己完整的人生经验，是闻
名在外的“湘妹子”的独有风骨。

“落叶收拢翅膀，枯枝一瘦再瘦。地
底爬的，地上跑的，都回到大地的仓廪。”
在黄亚洲眼里，诗人离若的诗作颇具“禅
味”，离若心中的世界始终是圆融而充实
的。

在诗人韵依依的作品里，黄亚洲读
出了她“诗言志”的艺术格调，她善于沿
着自己日常生活的指向，作出自己的思
想提炼：“今生，我是小溪的女儿，捧起通
达、无私、宽容、理性，这些浪花般晶莹的
词语；与乱石相对，无言。我们的内心
里，却有一些东西在汹涌。”

“美一定是向低处生长的。微风吹
来的时候，河岸边的银杏树向我俯下身
子。”诗人晓虹的诗作，句子朴素无华，明
白如话，却是意涵悠远。

黄亚洲称，在合集里，能看到女诗人
们对诗歌艺术的各种既大胆又小心翼翼
的追求。湘潭女性诗人群体，用独特的
乡音，在辽阔的湘楚之地大声吟唱，这种
艺术姿态引起了当代文学界的惊喜与重
视。

让诗歌安抚岁月

这群热爱写诗的女子，是家庭主
妇，是山村老师，是小生意人，是公务
员，是普工。她们有的生活圆满，有的
历经磨难，有的在与病魔抗争，有的百
转千回，有的平淡，有的烦琐。她们却

不约而同，用自己的坚韧甚至偏执，把
生活过成了诗。

林韵，本名谢玲玲，50岁，是一位在
钢铁厂角落向往“瓦尔登湖”的诗人。她
17岁开始写诗，却成了一名钢铁工人。
但她从未放弃梦想，工作之余总会找角
落读书，尤其喜欢张晓风的散文集、梭罗
的《瓦尔登湖》。她爱读诗，更爱写诗。
从朦胧诗到古典诗，她已经写了几千首。

1967年出生的凌小妃，是一名税务
工作者，她最常写的是自己的“家”。“母
亲的腿在冷风中再次发难，她把白天和
黑夜，都放进那少一劫都不成药的，枯枝
败草，在灶台上文火慢熬，一遍一遍，熬
出生的沧桑和活的希望。”这首《生活是
熬出来的》让人看到生命不屈的力量。

38岁的野鹿，曾渴望走出大山，却拗

不过父母，成为一名乡镇小学老师，遭遇
不堪的婚姻。是文学，是诗歌挽救了
她。现在的她重新燃起了勇气，《叮叮》
是她的一首脑洞大开的诗歌，“叮叮，多
想敲开你的梦，把我塞进去。”这样的表
白方式很特别。

这群女诗人在写诗中获得了快乐，
一颗诗意的心灵，让她们在酸甜苦辣的
日子里多了一份来自灵魂深处的慰藉与
快乐。

文化沃土孕芬芳

湘潭女诗人群体的出现，注定要释
放出璀璨的光芒。我们不禁思索，她们
是如何出现的？

黄亚洲说，不是所有的地级市都有
女作家协会，成立女作家协会的要件，是
组织者的勇魄与情怀，以及这个地方确
实有相当数量的、热情而富有文学创作
力的女性作者的存在。

儒学大家王闿运曾言：“湘潭于湖
南，最称才女之邦。”湘潭女诗人群体出
现，离不开这里的“地利”与“人和”。湘
潭市女作协主席、女诗人核心人物谭清
红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湘潭人才
兴盛，涌现出一拨又一拨赫赫有名的女
诗人，如郭氏女诗人群、周氏女诗人群、
王氏女诗人群、曾氏女诗人群，都为学界
所推崇。深厚的人文底蕴，滋养了湘潭
的女诗人群体。

湘潭女作家们传承了“敢为人先”的
湖湘精神，2008年底，在湘潭市文联指导
下，便创立了全国地市州第一个女作家
社会组织，为女作家们创作提供了广阔
平台。“做诗一样的女人，写有生命的文
字，打造莲城女子文学舰队。”谭清红等
女作家们以此为座右铭，孜孜不倦追求
文学梦。

湘潭女诗人群体的出现也与当今时
代文化繁荣昌盛密不可分。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
作出许多深刻阐述。这为湘潭女作家们
指明了方向，她们为时代而歌，为追求美
好生活的梦想而歌。

当今社会，女子与男子享受同等教
育机会，她们从烦琐的家务中脱离出来，
突破闺房故事的局限。《湘女梦》诗丛中
的选题就涵盖了爱国、精神原乡、行走、
生活底蕴等主题，还提出了不少社会问
题。“在文化方面，女性有她的优势，思维
细腻，多愁真实。”谭清红说，新时代湘潭
女诗人群体的出现，正验证了湘女多情，
湘女多才。

谭清红认为，湘潭女诗人群体的出
现也离不开自身努力和团队成员的互帮
互助。她们每年都会通过走出去、请进
来等方式提升自己，请省内外专家开展
专题讲座，送学员外出学习，赴省内外开
展采风写诗、研讨点评活动。

湘潭女诗人群体就像莲城这片土地
上盛开的花朵，各具特色，各有芬芳。谭
清红希望，《湘女梦》诗丛是湘潭市女作
协的又一个起点，希望更多有梦想的女
子能加入这场“文学梦”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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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他的世界是黑色的吗？不 ，那里比我们
所看到的还要色彩斑斓——和湘潭盲诗人周坚桥对
话后，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是什么斑斓了他
的世界？是诗歌。

黑暗降临

今年 58岁的周坚桥，是湘乡市泉塘镇人，现为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湘潭市诗词协会常务理事、读山
诗社副社长。

很小的时候，周坚桥就对诗歌产生了懵懂的喜
欢，喜欢那些简约凝练，却浓缩了强烈的喜怒哀乐的
美妙文字。他天赋极好、学习拔尖，背诵了很多名篇
名句，但他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诗歌理论知识，简单地
以为把几句话凑一块就是诗。那些与诗歌相伴的时
光，他无比快乐。

然而，12岁时周坚桥患上了眼疾，视力急剧下
降。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幻灭了全家人对未来的
美好憧憬，因为，周坚桥即将完全失去光明。

在黑暗来临之前，乐观豁达的周坚桥没有放弃
读书、写诗。他拿着放大镜看书，如痴如狂地阅读。
他认真观察着周遭的世界，连虫子爬行的模样、丝瓜
花的形态等最寻常不过的细节也不放过。这些是他
对彩色世界的留恋，也成为他后期创作的素材库。

大约20岁时，周坚桥彻底失明了。

诗情不灭

命运无情地带走了周坚桥的光明，他却没有放
弃诗歌梦。幸运的是，周坚桥有着惊人的记忆力。
失明之后，他还当过两年中学语文教师，全靠记忆中
的书本来教学。这份天赋，为他的诗歌梦想插上了
隐形的翅膀。

他爱上了听广播，特别是当时湖北人民广播电
台播放的文学类课程，他一听就忘记了时间和忧伤，
只记住了关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一切。他觉得自
己有必要系统地学习诗歌理论知识，于是，托人买来
了3本教材。怎么学？他请家人为他念读课本。从
诗词格律到历代诗歌精粹，他把“笔记”逐条刻在了
心里，至今他都会全文背诵《离骚》。邻居张许国也
被他感动了，经常跑来帮他念读。他还参加了一个
全国性诗歌函授学院的学习，教材寄到家中，通过

“听课”的方式，他整整学习了一年。
那些常人觉得不可能的事，周坚桥都做到了，因

为他的心中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火，那是诗歌的模样。

斑斓世界

日子就这样缓缓流淌，到了上世纪 90年代，周
坚桥又遭遇重创。为他读诗的哥哥和邻居都早早地
过世了，这一次，他按下了逐梦的暂停键，决定不再
写诗了。

后来，周坚桥与妻子相爱，又迎来了可爱的女
儿。那个热爱诗歌的青年，肩上担子越来越重。再
后来，他开了盲人按摩店，日子也越过越好。然而，
每每想起那些与诗歌有关的日子，他无比怀念。

随着电脑的普及，周坚桥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
他萌生了一个想法，那便是将以前写的诗歌整理出
版。2013年，收录他130余首诗歌的集子《黑夜唱给
太阳的歌》正式出版。

“我的本意，是用这个集子和诗歌做一个告别。”
周坚桥说。没想到，这一次是“诗歌”不愿放弃他。
这部诗集一经出版，就引起了业界的强烈反响，如同
一个风暴眼，周坚桥想逃也逃不开。

爱写诗歌的周坚桥又回来了。
他爱上了旅游，他从别人的讲述中去感知美，创

作了大量诗歌。他以诗歌为“武器”，当有人提出“丑
陋的中国人”之言论时，他奋笔写下诗歌以反击。他
对创作极为严苛，其中一首诗《清明》，前后写了两年
多时间。他最喜欢写古诗词，又以七律、七绝为最
佳，斩获大量全国大小奖项……

前段时间，周坚桥的诗传到了北京，随后，他作
为全国仅有的 9名残疾人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华诗
词学会、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举办的残
疾人诗词工作委员会首场诗词雅集。

“那是另一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因为有诗相
伴，周坚桥觉得很幸福。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这句话打动了很多人，也打动了湘乡市梅桥
镇的危丹。她是一名先天性小脑共济失调症
患者，连吃饭、喝水这些简单动作都很难独立
完成。尽管如此，危丹依然在生命的严寒里
活出了暖意。在几平方米的卧室里，说话都
有点吃力的她，用颤抖的手在手机上创作诗
歌。4年时间里，她已经创作500多首现代诗
歌。

学写诗歌

15岁时，危丹就因病导致右腿截肢，只
能以轮椅代步。和丈夫张伟结婚后，她的身
体功能还在逐渐退化，视力和语言功能都逐
渐受损。

“我一直酷爱文
字，以前能够写散
文，后来因为疾病，
写不了很长的文字，
就慢慢走进了诗歌
的世界。”躺在床上
的危丹说，别说出
门，她连坐起来看窗
外的风景都是一种
奢望，但这并不能阻

挡她的诗歌梦。她勇敢地和病魔抗争，在坚
强中守望“诗和远方”，用文字表达梦想。

2018年，她开始了诗歌写作之路。得知
危丹的情况后，市文联的专业人士和株洲爱
心志愿者朱仙辉老师主动请缨成为她的老
师，义务教授她写诗的基础知识，并帮她修
改。

危丹告诉我们，她最初写的诗以爱情为
主，后来慢慢感受到了社会的大爱，诗里便多
了一份感恩。

坚持不懈

“我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鼓励病友，
给他们正能量。”凭借自己的勤奋和老师的指
导，危丹以轮椅作家张海迪为榜样，在手机上
写诗。卧室是她的创作天地，每天她只能侧
躺在床上，靠着被子支撑身体，用颤抖的双手
握着手机、模糊的视线盯着屏幕艰难打字。
由于手抖，她通常写上一两分钟就要休息一
二十分钟，有时刚写完一个短句，就握不住手
机了。她没有因此觉得为难，休息一会儿又
继续写，写一会儿又休息一下……这样重复
不知多少个来回，她总要把一首诗写完才罢
休。

危丹一心专注于写作，至今共创作现代
诗歌 500余首。她的诗歌阳光向上，催人奋
进，备受好评，其中，许多诗文在《知音》《湘潭
日报》《湘潭文学》《君子莲》等报纸、杂志、网
刊发表。她也是湘潭市作家协会会员、湘潭

市女作家协会会员，被外界誉为“轮椅诗人”
和“湖南小海迪”。

2021年初，在湖南省作家协会、湘潭市
委宣传部和湘潭市文联的重点扶持下，由危
丹创作的诗集《阳台上的梦》结集出版。《阳台
上的梦》共收集现代诗 172首，心语 42篇，约
2万字，包括了微风和微尘、渐冻人生、自吟、
清晨的时光、阳台上的梦、心语六个主题，内
容多从疾病中取材，用同题诗为书名，涵盖了
危丹夫妻俩的爱情故事、生活琐碎以及女孩
的小心思。

走向远方

“我们的生活/少了柴米油盐的烦琐/却多
了生死相依的缠绵……”

5月26日，是丈夫张伟就医回家的日子，
危丹特别高兴。张伟回家后，卧室里就传来
朗朗的诵读声，危丹躺在床上，满脸微笑，张
伟朗读着她的诗集《阳台上的梦》，小小的空
间里洋溢着爱和温馨。

“虽然我出不了门，但是开始写诗之后，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很多现在都还没见过
面。”说着说着，危丹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她
觉得，尽管身体无法走向远方，但她的心早已
奔赴祖国的东西南北。

写诗也让危丹和张伟的生活更加有滋有
味了。早些天，窗外的百合花开了，危丹很高
兴，还写了首诗发给正在医院的张伟，让他也
感受这份快乐。

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危丹创
作的诗集《阳台上的梦》已经开售。在她看
来，这本诗集就是他和张伟的“孩子”，见证了
他们的故事，也将流传于世，代替他们更好地
看看这个世界。

近期，湘潭的诗歌领域接连传来好消息。湘潭市女诗人群体的诗丛《湘女梦》结集成册，向广大读者展示多才湘女的精
神风貌，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湘潭盲诗人周坚桥作为全国仅有的9名残疾人代表之一，受邀参加全国性诗词雅集，北京盲
文图书馆报告厅传来他的原创诗歌朗诵声，感动了全国人民。这些“高光时刻”，是属于诗人的，也是属于湘潭的。物华天
宝，源远流长，灿若星河的湘潭，本就是孕育诗人的沃土。你听，那些诗人正在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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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这是一群湘江之畔

的女诗人的集中亮相。

这是一次柴米油盐

与诗情画意的有力碰

撞。

这是一份来自灵魂

深处的慰藉与快乐。

由湘潭市女作协推

出的，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作品、湖南省重点扶持作

品《湘女梦》诗丛刚刚首

发，引发省内外高度关

注。湘潭市女作协是全

国地市州第一个女作家

社会组织，《湘女梦》诗丛

是全国集中在一个市级

城市的第一套女诗人诗

集，由8部个人诗集和1

部合集组成，记录了 18

位女诗人的作品。它的

首发，对繁荣湘潭文学

艺术、推动文化强市有

一定现实意义。

周坚桥

本报记者 谷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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