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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纷呈的心理图像
——序《落雪有声》

 张同吾

我因年老迟滞孤陋寡闻，此前并不知刘燕芳名，去年九月在沈阳参加

《中国诗人》举办的活动时，方得与之匆匆一晤。她给我的印象是心直口

快、热情洋溢、娴于辞令，滔滔不绝，自信之意溢于言表，在我相识的女

性诗人和作家中很少见。得知她侧重写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曾经是播

音员、主持人、记者编辑、四川传媒学院教授，新闻文学作品多次获奖，

看来真是多才多艺。我总以为有所失才有所得，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焉

可样样精通且又成就斐然？看来还是我之愚钝，而世间确有通才。前些时

日她寄来厚厚一沓诗集书稿，书名《落雪有声》相邀撰写序言，时值盛夏

酷暑，岂能承此重任？但蒙信赖，却之不恭，匆匆阅读，谨以短语相赠，

以表道贺。

刘燕交游甚广、视野开阔、才思敏捷，她的诗既有历史感悟，又有

文化钩沉；既有时事政治，又有缅怀亲人；既有人生际遇，又有歌吟自

然。其中较有分量的是几首长篇抒情诗，《我痴迷在梦幻中穿行》（组

诗四首），可谓之情思浩荡、云蒸霞蔚、五彩纷呈；“长天浩海，美酒如

泉，/我陶醉在高原酒乡不知多少年，/青花瓷瓶里的美酒眼看要被我喝

干”，“酒香天外，酒结善缘，/爱诗的赤子把酒敬天；/杯盘觥盏，酒醇

情满”。她把酒注诗人魂，诗成酒中仙的神情写得酣畅淋漓！她善于铺陈

和渲染，使情思起伏跌宕；“来了，来了，/诗人的灵感随着跳跃的经幡，

/化作多姿多彩的斑斓诗篇。//来了，来了，/喷发的烈焰和着琴瑟的节

拍，/幻化美轮美奂的优美画面。//诗人把大爱印在唇边，/画家把色彩泼

向湖面；/音乐把语言留给广场，/太阳把拷贝发到天边”。她想象丰富、

情若江河一泻千里。《纸船明烛寄相思》这首长诗，以直抒胸臆的方式，

表现对母亲深切的思念：“母亲，今天我把积攒四年的情感/借燃烧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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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送到你另一个家园/切肤之痛岂止在这一天！”她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衬

托内心的零乱：“傍晚时分大风骤起，/树男树女都披头散发，/蜡梅、皂

角、杜鹃、白玉兰/被掳得泣不成声，花容零乱，/星星被狂风吹迷了眼，

/银河静谧得异常可怕，/天街一派悲怆，/哀伤无限”。诗中有大量生动

的比喻，如“妈妈呵，妈妈，/您像太阳光芒照大地；/您像阴雨时节遮蔽

风雨的一把伞”，母亲的教诲，“这是我后半生的导航仪，/栉风沐雨迷失

方向寻找的宝典”。就这样，她的思念之情如波迭浪潮，惊涛拍岸。

《别有幽情回初唐——祭千古文宗陈子昂》，通过一代才子的命运

浮沉和悲剧结局，揭示出政治的残酷和帝王心理的阴暗，让人生发联想和

感悟，从而深化历史哲学的认知。抒情主人公穿越千年时间的铅幕，与陈

子昂一同歌哭：“我要用遂州的陈酒稀释他的痛苦/要撞开厚厚的人墙和

摔琴的伯玉共举兕觥/推杯问盏泪眼相望  话语滔滔”。大约（凡）书生

总是不懂，自己的命运是由别人掌控，转瞬之间即可从天堂坠入地狱，他

的珠玉般的诗得天子赏识的目光，焉可知“天子的性情乖张膨胀。喜怒无

常”，而书生不知自己“在天朝中还是在虎狼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

帝王共性，让古往今来的天下才子“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那本该翱翔

的鸿鹄被折断翅膀/滴着鲜血忍着屈辱仰望天际/还为‘岁月尽摇落，芳

华竟何成’而忧愁”。诗人的个人才华和初唐早春的时代气象，使之产生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极目万里的高远而迷茫和那种不可宣

泄的伟大孤独。我惊叹于刘燕的浑然气势和纵横恣肆的诗意挥洒。

《记忆角落含泪的欢乐》是写“文革”中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荒

诞而惨痛的记忆，具有鲜明的批判意识。所憾以上二首在把握上有欠贴

切。总的来看，刘燕的诗感情浓郁、色彩绚烂、想象丰富，驾驭语言行云

流水，略感不足的是，语言有欠精约，铺陈有欠节制，沉于写实而有欠空

灵。优秀的诗篇总是实中有虚，虚中含实，虚实相融，简约含蓄，语有尽

而意无穷。以刘燕的聪慧，只要注重切入的新颖、构思的新颖、意象的新

颖和语言的精致，她的诗会强化艺术感染力。

是为序。

2014年7月6日京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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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生命温度的心灵翔舞
——刘燕新著《落雪有声》及其人其诗漫评

[ 澳 ] 庄伟杰

时值仲秋，遥望夜空，时钟的嘀嗒仿佛幻化成如水月光，为我洗涤

满身的尘埃。信手打开并欣赏着女诗人刘燕那些只为了给心灵留下飞翔翅

膀，给岁月留下多梦话题而缤纷亮相的诗性文字，仿佛点点星光分行排列

地闪烁于幽蓝的夜幕中。从早期的诗集《梦化蝶》（1989）的“抒我一片

情”，到之后的《梦雨情丝》（1999）的“渴望理解”，以及即将推出的

《落雪有声》的“远思近想”，一个个洋溢浓郁诗性意味的书名，一首首

传达缕缕温情、绵绵惆怅、款款期待的诗篇，令人发现，无论是诗人张开

的梦境，律动的情爱，折射的光焰，留下的思考，还是带有女性生命体温

的心灵翔舞，都是用心血浇铸、用真诚书写的奉献给生活的幽婉之歌。看

得出，因为诗，女诗人常常在无数个夜晚与灯相守，习惯于夜阑人静时分

打开自己，在与世界与生活的对话中让心律和弦，让梦想无限延伸，如痴

如醉，似梦似醒地走进自己为之向往的神圣殿堂。

如果人生是一个求索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应是一首未完成的诗。

在平平仄仄中穿过时光的隧道，对于刘燕来说，一旦握住手中的那支“知

我，恋我的笔”，便能品味到无边的幸福和喜悦。在年轮的更替下，守护

着自己神往的家园，如蝶翩跹在灵感起飞的时空，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精

神的诞生和存在，即能为曾经的青春增添重量，为内心拓展辽阔，为命运

尽情歌吟。因为诗可以真实地映照灵魂，因为在笔的泪滴中，可以拨动心

底的颤音。

日子逶迤如峦。为了抵达理想的彼岸，刘燕始终未离缪斯左右，她

珍惜自己的每一分想象、每一次驻足、每一个匍匐的姿势，在交错叠现的

浪花中书写另一种驰骋和飞翔。即便是诗神已走向边缘化的惨淡语境中，

依然付出自己的爱恋，付出自己的心动和疼痛，展开寂寞如禅的苦旅。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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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起这种坚韧而无悔的追求，仅凭内心的热爱和几十年的阅历显然是不够

的。窃以为，这得益于她本身作为新闻记者与诗人作家的双重角色的相互

推进作用力。“无论面对怎样的情形，我都能笔耕不辍，在生活中长着新

闻眼、耳、鼻，当别人不经意时，我就能‘捡’到一堆可制造新闻的好素

材；当常人休闲无事的时候，我总能从心底流淌出诗歌、散文，即使是走

路、做饭，我都在提炼着生活，打捞着感悟。”于是，爱山爱水爱花爱月

爱太阳爱每个星座的她，在梦里梦外像一只翻飞扑棱的蝴蝶，渴望尽情而

畅快地翩然起舞。只要翅膀没有折断，就能注入生机，在心之世界留守一

方天地。这种艺术追求和生命姿态，令人禁不住想起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

一个重要支撑，即存在的生活需要诗化。海德格尔关于“诗意地栖居”的

命题，以及“遮蔽”和“澄明”的概念，无疑都是这种诗化要求的显示。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诗意的激情呈现不止是对生活的深切追问，同时也

是对艺术的灵动追寻，那是一种生命神往与诗艺创造的精妙平衡。作为一

个寻梦者，刘燕是幸运的，当她用笔保持心灵的畅通，踩着记忆的纹理，

穿越深邃而悠远的岁月，寻觅散落于路上的音符，便一路踏响文心诗弦，

让文字词花在心之底座灿然盛开。而写诗本身带来的愉悦和收获，已远远

超出了最初的期待，成为她心灵的必需品，且趋向于一种诗意的栖居。如

今，由中年心态主导下的写作自然不同于青春期写作。整体上显得更为开

阔、深沉、练达和大气。当然，就诗歌内涵和艺术特质而言，依然保持着

妩媚动人、情思绵绵的美和感召力，但充满着事态因子的诗风在变化中有

所拓展和深化。

从这个意义上解读，这部诗集乃是其主体审美经验与中年女性心态彼

此互动、渗透生发的产物。其中所营造的鉴赏欣悦可能未臻丰足，但内里

却跃动一种带有启示性的东西，不仅能够增进读者对生活的形象理解，而

且可以激发我们对诗歌写作的深度思考和关注。当“文字的舞蹈从笔尖转

到键盘∕秃笔成豖，入土为安∕手指又风卷残云向思维挑战”（《时光的

眷顾》）以这样的方式观照自我与外在世界，增加的只是岁月的沧桑感，

或“在我明亮的湖畔留下了时光的眷顾”。当“温柔的阳光重把我带进青

春的门槛，∕风衣化作翅膀自由飞舞在天地间；∕时光随我支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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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任我欢快。/怎么啦？镜头在快闪，∕美丽的夕阳把金色裙摆抖落在西

边；∕这是给我的背景吗？∕赶走梦魇，我用眼皮挡住了月亮的顾盼。”

（《邂逅晚年》）以这样的理念感知人生、俯仰天地、介入现实，探索世

事万物，其诗歌情绪指向又略带感伤。由此观之，女诗人身心交融的爱与

体验，既让灵魂孤独又与灿烂相伴。随着岁月的递增，如今在诗人旋舞

的字里行间，表面上看是出于感性的，但深入到内里，似有一种理性潜流

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诗人

已然意识到，诗凭借着理性可以获得价值和光芒。历经了长时间的上下求

索，刘燕诗歌创作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于是，在雪的通透和思索的深遂

中，在快乐和忧伤中，不断感悟、审视和追问，驱使她自觉地驾驭别致清

新的语言，在多彩的自然天地间，在多重的想象中任意游走，辅之以耐人

寻味的理趣，在营造诸多生动多姿的诗境过程中，尽可能打开一个女性所

体验到的情感世界，同时呈示或蕴藏着自己对生活的深刻感知和深入思

索。或许，这是她将这部新著命名为《落雪有声》的缘由。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渴望理解的人，应该也是一个善于

理解自我与人生、自我与事物、自我与世界的通情达理的人。“本该是圆

满的∕因为缺憾∕才有那弯残月∕人们喜欢营造∕只是想填补∕完整的空

缺”（《残月》）。从《梦化蝶》的婉约空灵飞向《梦雨情丝》腾挪摇曳

的意境中，我们可以窥见诗人至性至真的情感本色。而在《落雪有声》诗

集里，无论是对爱和孤独意绪的呈现，对自由与时光主题的言说，对个体

隐秘经验的吐露，还是对现实境遇、自然风情和季节轮回的多重表达，我

们都能感受到诗人那种柔性而忧伤的诗意情怀，甚至从诗人对世态人情、

酸甜苦辣，对爱情、时间、梦境等形而上范畴的诗性言说中，体会到现代

汉语的诗意或诗性特质。基于以上判断和分析，刘燕其人其诗所展示的写

作实践、审美状态和精神意义，起码给笔者留下了几许别样的印象。

首先，是刘燕诗歌超越功利的发生机制和本真追求。在刘燕那里，

写诗只为心灵留存一份档案，或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救赎）。她之所以情

愿“为伊消得人憔悴”，其奉行的一贯宗旨即“不为功利，不为发财——

也不可能发财，只为留下人生痕迹”。她深知，“写出诗来不但要经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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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艰苦劳动，要耐得住寂寞，而且还要自己想尽办法来出版”。只

因她不忍心让那些美好的东西、优美的文字尘封在故纸堆里。“众里寻

她千百度”之后，蓦然回首间“看一眼自己那一行行没有偏离人生坐标的

足迹，欣慰的泪水便止不住地流淌，为我洗走了心中的苦涩与感伤，留下

一份令我欣慰的缕缕‘梦雨情丝’”。因此在她的精神圣殿中，外部世界

和诗人的内在感产生为互文式生发状态。不论是《秋天的情书》《我爱不

释手的衣裳》《沉郁的郁金香》的情感波动和顿挫抑扬，还是《冰城美艳

的丁香》《松花江表情》《冬天的宫殿》《太平洋回家的鸟》披露的对自

然万物的关怀，抑或是《红眼航班》《呼唤华佗》等对人与世事的洞察与

沉思，都是从诗人命脉中汩汩流淌出来的温泉，鲜活自然而又淋漓尽致。

当诗人的笔触指向更为宽广的现实世界，其价值取向和对真善美的崇尚蕴

含其中。当美善遇到丑恶，诗人并没有选择回避，显示出处理当下生活的

能力（这可能得益于她的记者角色），因而诗歌的体积感，语言的重量感

就显而易见了。或者说，她常常将现实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境况，乃至现

代人的孤独命题纳入表现视野，让诗歌的内涵和意域显得更加复合而多

元。例如，“机场空荡荡∕登机牌、安检员和我做伴∕空旷和寂静穿梭在

每个登机口∕大厅内轻松的空气尽情流动∕给我塞得满满的心腾出了空儿

∕不论起飞时间延误几时∕宽容的心都会宽容”（《红眼航班》）。“入

梦的鸟轻松地幻想黄粱，∕雾霭抖落，夜未央，∕冰凉的心孤独在树梢”

（《远去的时光》）。总之，从写作发生学的角度看，刘燕写诗乃发端于

一种心理需求，或本真意识使然。因为诗人有话要说、有情要抒、有意要

诉、有感要发，而不是为了迎合某种潮流，或承担什么重大使命的号召，

更不是为了完成某种既定任务的应景作为。如此自足也许是出自诗人的性

情以及人生观和世界观—— 一种笑对人生的超然与洒脱，一种泰然阅世的

沉着与稳重，一种不带有功利色彩的淡泊与安宁。

其次，在绵延的时光隧道中穿行，诗人试图用诗歌重构时间的努

力。记得大诗人里尔克在《诗人》一诗中如此预言过现代性的时间症候：

“哦，时辰，你离弃我而远去∕你那扑打着的翅膀使我遍体鳞伤∕只是，

我该如何来打发我的歌喉∕我的黑夜，我的白日。”时光的不可抗拒及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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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而又常在的吊诡，将生命的偶在性和有限性情景化了，也放大化了。回

过头来看刘燕在这部诗集里对于这种时间过敏症的艺术处理和获得的表

述，在《日子被我剥落》中她这样写道：

是我性急，匆匆把三百六十五个日剥落，/ 冬天，厚重的棉

衣包裹着季节，/ 我漂亮的羽绒服只能躲在角落，/ 华丽的裘皮

挨罚一样贴着衣架无精打采地站着。// 我甩开风衣带子的束缚，/

任它的双翅在料峭的北风中飘舞，/ 洁白的颈项毫无遮挡，/ 如

一只畅快的白鹅。// 北风和南风在三月撕扯，/ 我不裁判谁对谁

错，/ 御寒的服饰全都下岗，/ 夏季的纱裙装饰我的心理季节，//

寒冷对我失去威慑，/ 我的步伐超越轮回的岁月。/ 遗憾像破灭

的泡影拾不起来，/ 眼泪岂能改变一切。/ 教训是昂贵的代价买

来的，/ 只能用沉默面对日子的脸色

诗人巧妙地通过对不同季节衣服的更换来指代日子的剥落，呈示出

两种相对又相应的时间观：绵延与隔离。这种忠实于内心和直感的时间经

验，作为诗情的酵母，生成为细腻的感受，令人发现日子的不同颜色。可

以说，诗集中关于时间的命题随处可见。例如《时光的眷顾》《当白驹

过隙》《季节的仪式》《马年中国立春画卷》《远去的时光》《邂逅晚

年》《那段时间你在哪儿》《时间在忙什么》《昼和夜的交媾》等，而密

集出现并贯穿其中的诸如“延误”、“花期”、“穿梭”、“快闪”、

“年轻”、“悄然”、“远去”、“瞬间”、“提速”、“轮回”、“岁

月”、“斗转星移”等语汇所指涉的无不是对时间的体悟，是对以往淡淡

的缅怀和内在的宿命感，是个体难以涂抹的切身经验与年轮见证，也是对

存在的一种追问。“时间，你在忙什么？∕忙于打涝污水中的贪婪，∕忙

于把冥币存入阴间。//时间，你在忙什么？∕扯起夜幕，忙于遮掩鄙俚

龌龊，∕拉上窗帘，忙于消费拮据的体面。”如此不断复沓循环的字眼

“忙”，凝成为急切而往复的节奏，在驱动时间奔跑的同时，记录了在特

定时间中感知到的忧戚与困惑，并借由与时间构成的张力感来彰显生命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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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盲目或灵魂骚动不安的窘迫。

刘燕诗歌弹响的时间观，到底是瞬息性的形而上学还是绵延的时间

之思，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试图用诗歌重构时间的努力，如同

《远去的时光》一诗的咏叹：“远去的时光今夜悄然造访，∕足音与我心

律和旋，∕涟漪陪伴寂寞的水面。//寂寥的心事躲避喧嚣，∕记忆的丝

缕在灯下成篇，∕随梦游走在沉郁的枕边。”也许，这就是在时间之内或

时间之外的一种穿行与绵延。

再者，无论是内与外的视境还是情与理之殇，刘燕诗歌呈现的感受

方式带有自身的生命体温及其女性情怀。优秀的诗人总是善于深入到自己

的内宇宙，从中滋养情感和经验，并以此来观照外部事物。因此，一首诗

营构的空间往往代表着诗人的心灵空间，同样的，一首诗展示的向度也

体现着诗人的精神向度。可见，外部事物如果无法同内在的更为深层的

经验和情感交相融合，那么这些景物就无从传情达意。换言之，诗作为心

灵的产物，应是内在心灵对于外部的观照。刘燕诗歌常常以独白和絮语的

言说方式，来处理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经验世界。有时恰似一个说梦人在

窃窃私语，有时像一个梦中人在自言自语，以带有自身体温的语调诉说人

间的亲情、爱情、友情、心酸往事、幸福记忆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女性意

识，并保持着一种平稳的语气和美感体验。“天上大滴大滴的泪水落下来

∕那片白云送去手帕擦拭感伤的泪∕眼前萎黄而瘫倒的生命∕找不出昨天

绽放的灿烂风景∕我蹲在郁金香身边∕默读这片沉郁顿挫∕无奈在心中流

血∕啊，花容不再∕沉郁的郁金香∕曾经的美艳珍藏在我心间”（《沉郁

的郁金香》）。诗中所呈现的文本景观和精神氛围，含纳着丰富的人生意

味。为了进一步扩大诗歌的心灵视境，刘燕诗歌经历了由外到内，又由内

到外的尝试，即不是简单地对外部事物的描摹，而是通过内心观照对事物

进行感应，把自己的经验和情思渗入事物的形象中。例如，短诗《松花江

表情》：“刚才还在自由谈吐，∕笑容抖着浩渺的绸缎；∕瞬间缄口，凝

固了时间的箴言。//世态炎凉，感觉被无奈压抑，∕浩远的江面，∕眺

望西南的目光在痉挛。”全诗仅有六行，却颇为跳脱和精致。诗中有情有

境，形象、感觉、语汇、句式和格调，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诗意空间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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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犹深，包含了深切的人生感受与意蕴，融入了诗人对世态人情的思考。

刘燕的诗歌还有一个可爱的亮点，就是对和谐的看重，从语言的和

谐，到情绪的和谐、心灵的和谐。这不是说，诗人应回避现实矛盾，无视

世间的各种问题或灾难。而是表明诗人即使面对苦难与不幸的现实境遇，

可能会流露出哀伤及柔弱的一面，但不会将诗歌粗鄙化为发泄，或大惊小

怪地渲染。重要的是探索如何让诗歌抵达一种切入深层的忧患意识和终极

关怀。刘燕通常会在诗行中尽可能回答自己的疑虑，找到自己所追问的答

案，让一首诗的完成不至于成为咄咄逼人的质询。

例如《中国清明》：

……

此清明，滚滚雷鸣如礼炮振聋发聩，

礼炮声中大雨洗涤阴霾长空，

天国列车在频繁往返中集会天庭。

……

雷声轰鸣，摧枯拉朽，

碰壁的苍蝇吓得原地打转，

占山为王的老虎发出丧家的哀吼。

……

雷声轰鸣，

如冲锋号令，纪检大军扑向腐朽的诸侯，

口诛笔伐的浪涛响自十三亿民众！

党中央五百天的周密绸缪，

拍落两百多只老虎和苍蝇！

雷声轰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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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风带电，千山万壑仰天唱诵！

巨响之前雪亮的闪电如一支支投枪匕首，

雷达定位般丝毫不差地刺向贪占和腐朽。

雾霾、地震、冷空气、沙尘暴、气候反常、生态失衡，特别是诗人对

清明的雷声赋予多种意象，有多首诗对腐败现象发指，抨击，嘲讽，这种

题材的诗歌创作体现诗人敏感成熟关注时政的博大胸襟；诗中没有一句是

表达大快人心的口号，但别出心裁的诗化语言、恰当的喻体，形成了独到

风格与意境，审美真切引人共鸣，题材独到难能可贵。还有赌博、盗版、造

假、色情……或自然灾害的，或人为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目不忍睹。对

此，刘燕以她的“新闻眼”敏锐地发现星球的危机预警已成为人们生活的

一部分。由于年龄阅历的不断递增，驱使诗人渐渐越过以情感主宰的感觉

浅滩，有意识地对人性、生命、自态、死亡等形而上的问题感兴趣。这时，

她的新闻敏感和诗人气质会在无意间触及面临的现实遭遇。《误区》《情

缘还是孽缘》《拙劣的模仿》《突然发现》《春风》《岁月的设定》《有

个寓言将在下一年实现》等一系列诗作，都镶嵌或渗透着直面人生、现实

与日常生活现象的忧思和知性看法。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诗人企图追求深

度写作模式的愿望。如是，决定着诗人必须自觉地躲避直抒胸臆的写作路

数，进入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坦率地说，刘燕的诗歌在这方面的驾驭尚

未能抛开生活与个体的情感而呈现深层的思想新见和理性（智性）节奏，

更多的是与烟火味的现实、个体的实在感受互为表里。诚如记者的感觉与

诗人的感觉迥然有异一样，确切地说，这类诗歌不是她写作的主流，似与

诗人的禀性气质不太合拍。当然，这并非是其刻意表现的内容，诗人只是

在表达女性情感、女性意识与书写日常生活经验时，不期然“邂逅”的意外

结合。或许，这本身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诗学话题。

有人说，新闻是通过事实说话，文学是通过形象潜移默化，但敏感

睿智，见他人之未见并迅速做出反应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优秀记者和优秀

诗人必备的卓越能力之一。其实，诗歌创作与欣赏皆是一场既“冒险”又

有趣的旅行。每一个回合，每一个流程，每一个困惑，都需要我们不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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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砥砺和蜕变。记得笔者在《新诗的精神转向与探索性写作》（《粤海

风》2014年第4期）一文中说过，如果每个诗人都意识到自身的特点和优

势，也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局囿，那么不妨从三个方面来思考怎样不断去寻

找更加理想的新路向。其一是重新思考并确立属于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诗学

主张；其二是寻找适合自己开垦和播耕的写作根据地；其三是从密室打开

门户走向原野写作。唯其如此，才能在一个更大的精神世界里重新找到自

己的位置。诚然，每个诗人都有生命追求和艺术选择，不能强求一律。

刘燕对待诗歌是十分虔诚的，她身上有着他们这代人的某些特点，

带有理想化的色彩，较少虚无主义。难得的是，她始终忠实自己的内心感

受，坚持自己的写作立场。其精心构筑的诗意世界，是建立在生活阅历和

人生体验基座上的审美想象，让她的诗歌展开了美丽而坚定的飞翔。其诗

更多地表现于自身情感的具象化处理，显得轻灵委婉、本色本真，别有一

番动人的内在感染力。或许这才是她诗歌的主导风格。而且，她拥有一支

生花的妙笔，擅长采用通感艺术手法，或以陌生化的语言和处理方式来抒

发自己的情绪，因而，很多诗句具有了接受效果上的审美张力效应。

但愿女诗人刘燕徜徉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自我与世

界之间，传递万种情怀，迎迓美轮美奂，不断地走向艺术境界的新天地。

2014 年仲秋于国立华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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