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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情感的唯美绽放 

———评紫梧的诗集《秋天是生病的季节》

吴广平，何桂芬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作为一名女诗人，紫梧在诗集《秋天是生病的季节》中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复杂而独特的时令感悟，“伤春悲秋”的民
族文化心理与审美趣向在诗歌中反复呈现，诗人将日常生活融入诗歌，契合自然而得体，体现了富有诗意的生活态度。同

时，诗人在自我生命意识的挥洒中展示了真正觉醒的女性意识，在女性立场上的人文关怀中传达了灵魂的高度自觉性。诗

集萦绕着唯美的情调，显示出新唯美主义式诗歌特有的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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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是生病的季节》，如其诗题，季节感特别
突出，尤其是有关春与秋的种种描述以及附着的细

腻情感，系统地展示了紫梧这位现代诗人与自然意

象的和谐互动。诗歌呈现出诗人真实的感悟、独特

的个性以及诗意的情调，传达出细腻的生活意绪、

切身的生命情感。读紫梧的诗犹如倾听她细细诉

说内心的欢乐与忧伤、感悟与思考，有一种强烈的

美的享受。诗人用诗歌诠释对生活的思考，传达生

命的张力，在现实经验与传统情怀的美妙接洽中完

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作为一位现代诗人，紫梧的诗歌多了一份古典

的情感与唯美的基调；作为新湘语诗人，紫梧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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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多了一份自我，多了一份平实。

　　一　后现代语境中的伤春悲秋

四时季节之春与秋，因其独特的内质特征、审

美意蕴以及文化积淀，格外能勾起诗人丰富的情

感、创作的动机，“伤春悲秋”在中国传统诗词中自

成表现体系，并成为一种情感范式。即使在强调与

传统彻底决裂的后现代语境下，诗歌中“伤春悲秋”

的传统情怀亦是难弭踪影，以其独特的魅力、深厚

的积淀时时昭示着这一主题意蕴的强大生命力与

艺术感染力，传递着独具民族性特征的文化心理与

审美倾向，表达出诗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脉脉情怀

以及对传统的无意识缅怀。

读紫梧的诗集《秋天是生病的季节》，你会感受

到季节的深情召唤，你会触摸到诗人的热切回应，

你会在后现代语境中体验到久违的传统情怀。

１．伤春情怀的诗意谱写。“一草萌而感天下
春，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汉代刘安《淮南子·缪称

篇》说：“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毛苌《毛

诗诂训传》说：“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

郑玄《毛诗笺》也说：“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

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在中国文学

史上，宋玉敏感地发现了自然与人生之异质同构关

系，通过对自然与人生之双重感伤，开创了中国文

学的“伤春”与“悲秋”主题，表现了“贫士失职而志

不平”的感伤与哀怨，以及对时代、社会、人生的悲

慨。从此以后，“伤春”与“悲秋”乃成为中国文人

易患的“季节性情绪低落症”和中国文学绵延不绝

的永恒主题。这样的情绪、这样的主题未免低沉、

沮丧甚至消极，但却和封建时代众多落魄文人的情

感息息相通，引发了历代文人的共鸣。宋玉的“伤

春”与“悲秋”遂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感伤主义

传统［１］。

作为一位女诗人，紫梧对春天自是格外在意，

并别有一番体验。这个遵循自然规律如期而至的

季节在紫梧看来却常常令人措手不及。对一个有

着万千思绪的灵魂来说，对一个有着深厚感春情怀

的诗人来说，迎接这个季节的到来需要情感上的精

心准备，需要一种事先便调整好的特定心态，如若

不然，心就会在原有的跳动频率下失去固有的节

奏。春天，总是莫名的躁动。在《春天就这么来了》

一诗中，紫梧感慨“如此安宁／又如此喧嚣／来不及

准备／天就亮了／春天就这么来了”。春天也许就是
在诗人的盼望中降临的，但这个季节对诗人而言是

如此的与众不同，即使在精心编制的心网下还是遗

漏了致命的开口，诗人唯恐无法网罗与这个季节相

关的每一缕思绪、每一分情感，让挥动的心灵之笔

错过了稍纵即逝的独特体验。春天在诗人心中已

成特殊的存在，这个季节在诗人看来本就思绪

万千。

《桃花的季节》，这是一个思念的季节，伤怀的

季节。“桃花盛开的映象很美／像一个美的景致／把
你放在这个季节思念／从花开到满目落红／都是悲
伤／我似乎钟爱这样的情调／凄凄的心怀／旧时的
泪”。在这个草长莺飞的季节，面对美丽绚烂的景

致，诗人却催生了微妙的伤感。是特意将心底的思

念倾注于这个美丽而忧伤的季节，还是回升的温度

唤起了旧时的思念？泪眼问花花不语，只是在花开

时孕育的悲伤在花开荼蘼之际凝结成了一滴滴轻

垂的泪。“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临

江仙》）眼中的泪就是心中的那场微雨，花下独立的

人用满地的落红铺成相思切切的意境，让淡淡的忧

伤萦绕成凄美的情调。

诗人钟爱这种伤怀的情调，它凝聚了诗人独具

意蕴的情感体验，透露着一股风雅的生活情趣。在

清淡而凄美的现代诗歌语言中埋下唯美的古典主

义情感，让“伤春”的情感范式在传统与崭新的生命

经验中孕育全新的因子，紫梧，独抒性灵。悲伤的

情调，心却不至于沉落，这是一种美妙的审美体验，

紫梧，亦可谓独具性灵。

在《春天知道》一诗中，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

进一步诗意地阐释，春天是一个即使开心也会流泪

的季节。“导师在电话里说／你一定／要来／你会感
动的／婚礼的主题是／告诉春天／我的童话／我的爱／
握着导师的声音／我流泪了／我知道我的泪水很轻／
很容易就会浮上来／只是／这个春天真的很美”“桃
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

夭，有?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

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经·国风·

周南·桃夭》）特定的季节下，艳丽的桃花与女子青

春的容颜形成同质异构。春天，总是和婚庆有关。

万物生华，这个季节即将产生一段美丽的体

验，爱在春天；关于婚礼，这个季节有一个美丽的主

题，这是春天的童话。关于爱，关于童话，这些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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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牵动了诗人的情感。这种满带爱与美的体

验让诗人情不自禁地流泪了。你并不一定知道这

泪水的真实含义，只是寻觅嘴角模糊不明的开合，

殊不知，诗人的心是微笑的，是充溢着快乐与幸福

的。这是现实生活中诗人真实而微妙的体验，春天

知道这种美妙的情感，诗人在此诗意地呈现出了这

种细腻的感受。

幸福的泪水滴落花开的枝头，在清风的摇曳中

谱写春天淡淡的情思与悠悠的诗意。我们深深地

懂得了诗人的感动，并感动于她的感动，泪水滴落

心头的时候，微笑着说一句春天真美。

《伤春》诠释着这个季节令人心碎的销魂。

“春天，风是香的／阳光的味道／像嚼在嘴里的甘草／
即使雨着／也有流连的欢喜／不知多少人／爱着这一
叶一花的人间／你却无助地流泪／挽不回／一颗弱去
的心跳／‘真想一个人带着他静静地离去……’／你
悲凉的声音／自地狱而来”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季
节，这是一个万物欣欣向荣的季节，然而一颗心脏

越来越微弱的跳动却挣扎出了一串不一样的音符，

很突然却不突兀地提醒着这个季节不该有的衰亡。

春天的风是香的，因为夹杂着花开的气息，因为拂

过蕊间细腻的香粉；阳光普照大地，春雨布施万物，

这是一个让人想永远留住的季节，因为生命在此刻

是如此美好，亦是如此让人留恋。唯独“你”却在默

默地流泪，在旺盛的生命气息的包围中，“你”显得

越发无助，“你”心之所系的生命气息在慢慢变弱，

“你”甚至闻到了陈腐的气息。那是花落之后残英

在阳光的炙烤中发酵，那是春雨过后打落的嫩叶在

回升的温度中腐化。春风掠过，“你”提前闻到了死

亡的气息，“你”发出了无助的嘶喊。在“你”的生

命经验里，春天是个令人心碎的季节，春天是“你”

只想带着那个人静静离开的季节。

诗人在这里运用了醒目的对比，于春天这个特

殊的季节里将生与死这截然相反的两种气息融合

在一起，这样一来，生的气息并没有显得多么令人

欣喜，而生命的消逝却如此令人难以释怀。同一个

时期，同一个环境，同一个季节，却有着完全不同的

生命经历与生命体验，诗人在这思绪飞满天的春天

注入了细腻的生命思考，此时的伤春不再是一种幽

幽的感伤，而是直指生命中最伤痛的情感。在天堂

的欣喜与地狱的悲凉中，“伤春”亦不再是一种优雅

闲适的情调，而是一种不愿触及的伤痛。

２．悲秋主题的反复呈现。郁达夫曾说：“有感
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能够引起深

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２］“悲秋”包含着

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

理。“悲秋”铸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无

意识潜藏着深沉的力量，生活在后现代语境中的紫

梧正是受到了这种力量的感召，在她细腻的笔端，

“悲秋”主题反复呈现，几乎构成了这部诗集的主

旋律。

宋玉悲秋，悲漂泊，悲苦旅，悲时代环境，悲政

治局面；而紫梧悲秋，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气象，她表

达的是自己独特的生命情感体验，透露着感伤而优

雅的情调。

秋天来了，诗人有一丝惊慌。她说，《小心，秋

天来了》：“不要看着落叶，就清泪一行／你又如何知
晓／离开和俯身而来／谁是悲伤／女人是秋天的漂流
瓶／她知道／云厚如絮的日子就要来了／没有对流的
气压／不会有雨季／只是花残／只是风寒”诗人说，看
到秋天的落叶不必暗自垂泪，在来与去的辩证中，

谁分得清喜与悲？女性用细腻的情感捕捉到秋的

气息，她知道秋天的特征，她懂得秋天的感悟，她传

递有关秋天的情愫。

此段文字间弥漫的情怀是如此之清淡，是欣喜

还是感伤，抑或是无喜无悲，仿佛刻意地节制，仿佛

情感本身就是如此淡薄模糊。当诗人说不必对叶

流泪时，似乎应该收起有关秋天的悲情，但是在残

花、寒风中她又捕捉到了情感的脉搏，有感伤，有叹

惜。易感的诗人之心，慨叹于秋天的苍茫与衰败、

寒冷与肃杀，内心的种种情感在秋天找到了最好的

倾诉方式。

然而，诗人的思维并不是直线前进，也不是在

单一的维度平面展开，她用一种曲线流转的姿态表

达出流淌的诗思，这正是切合了复杂的人生体验与

意识的无间断流动，传达出了诗人丰富而幽深的生

命感悟。

《秋天是生病的季节》，生的是心病。“如果要

病一场／就病在深秋／头晕、发烧、咳嗽／不停的胡言
乱语，反正／草枯鸟飞／天在傍晚就黑／／看不清我的
憔悴／就无人疑虑，这人儿是谁？／怎么像风干的花
蕊／／你也别总摸着我的额头／要我吃药喝水／秋天
一过／我就好起来，缠着你／去看雪里的梅”诗人病
了，是在传统的文化心理感召下生病的，是在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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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倾泻中生病的。似乎秋天就是生病的季节，

因为秋天所独具的感伤情怀与审美意趣让一颗诗

性灵魂无法保持惯有的节奏。头脑中充斥着千年

的情感，因而沉重不堪；激动的嗓音有太多的东西

要言说，因而只能呈现咳嗽的状态；心躁动起来，加

速运转，脉搏跳动成发烧的征兆。“头晕、发烧、咳

嗽，一连串的身体感应，与深秋草枯鸟飞等传统意

象的奇妙结合，使诗人内心的缠绵情怀表达得可感

（头晕）可触（触着我的额头）可憧憬（缠着你去看

雪里的梅）。晕、咳、摸、缠等一连串的肢体语言，让

诗歌变得鲜活起来。”［３］还能以何种形式来加以诠

释？在这里不得不感叹诗人的灵思。“悲秋”这一

独具底蕴与内涵的中国诗歌美学传统以生病的形

式得到了淋漓的展现。

然而，这种病并不需要药物的治疗，只需要时

令的转换，秋天一过，自然会好，到时候还会缠着爱

人去看雪里盛开的梅花。诗人以生病的形式打开

了情感倾泻的窗口，表达了对秋天的感悟，生病这

一独特的心理体验赋予了秋天神奇的魔力，轻易间

便虏获了一颗敏感的灵魂。病在秋天，秋后赏梅，

亦不得不感慨于诗人传统而优雅的浪漫情怀。

突然感伤，因为《秋天又来了》：“昨天你告诉

我／明天立秋了／我突然低落的情绪／没有写在脸
上／秋天离我这么近／我还没做好迎接的准备／天空
集结着乌云／雨一直下不来／在这个秋天与夏的交
接日／空气湿热／我胸口鼓成了一个球／爆炸的声音
隐隐传来”并不是当伤感与秋天相遇，惨淡成殇，而

是轮回至秋，伤感悄然而来。这个季节所呈现的独

有的意象形态时时召唤着诗人心中储存的情韵，与

诗人的情感内质构成交融。产生化学反应后的情

感物质因子释放出惊人的力量，让诗人的内心膨

胀，以致胸口再也压制不了突发的激流，只能以喷

发的形式消解能量，爆炸的声音在胸口、在脑回路

激起阵阵令人动容的回音。

在这里，诗人截取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日子———

夏天与秋天的交接之日，几乎是在一意识到这个交

接点的特殊含义之时，诗人便生起相应的情感，没

有表现在脸上，只是在心中悄悄发酵。一场夏天孕

育的雨一直下不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将空气压

成令人烦闷的密度，仿佛就是要等到秋天的到来，

在逐渐增大的湿度中寻求一个爆发的契机，为这个

新的季节贮备强而有力的前奏。感时伤怀，突生的

情感在心中淤积，犹如一直下不来的雨，最终在反

复的挤压中冲破原先的禁锢，划出音符的轨迹。在

这里诗人表现得如此直接、如此具有力度，几乎不

经过一点刻意的修饰与节制，就这样莫名地铺洒开

来，传达自身最真实、最直接、最强烈的感悟。

小心翼翼迎接秋天的到来，但最终还是措手不

及，心慌意乱间，在这个季节任意泼洒情感，在这个

季节自由释放灵魂感悟，又一个全新而重复的轮回

中，诗人再一次措手不及。“悲秋”的情怀时时萦绕

在诗集营造的氛围中，这个传统主题在全新的语境

中反复展示着强大的生机与魅力，糅合诗人真实而

独特的体验，谱就了另一番动人的音符。

感时起情，感物兴思，紫梧于诗集中建构成了

一个完整而全新的“伤春悲秋”体系，于古典情怀中

孕育新的生命，在现代体式中呵护传统基调。

　　二　新唯美主义式诗歌的独特展示

紫梧的诗歌处处透露着优雅的生活意蕴和唯

美的情感基调，她一方面能将生活诠释得如此诗

意，一方面又能准确而充分地传达灵魂的真实感

悟。她既能在生命意识的自我挥洒中一展女人如

花般的灿烂与美好，亦能站在女性与诗人的双重角

度上履行情感的职责、写出活在当下的种种无奈与

伤痛。这是一种复杂而独特的展示，是诗人多重情

感的自由开合。

１．日常生活的诗性转化。诗集《秋天是生病的
季节》中有大量的诗篇是描写日常生活的，传达了

诗人日常生活中细腻而直接的情感体验。

紫梧诗歌中的日常生活描写精细到了每一个

生活细节，有些通俗的物象在经过作者的诗化后达

到的审美效果甚至让人惊叹。“红烧鳊鱼／黄焖桂
鱼仔／还有肉末豆腐／清蒸茄子、溜丝瓜和／空心菜”
（《残留物》），不曾想菜肴也可以入诗，而且这些市

井气息十分浓郁的平常菜肴在这里竟丝毫不显粗

俗与突兀，反而散发着朴素的生活韵味。“在大块

沉默的时间里／吃菜／喝酒／也偶尔对白”（《残留
物》），诗意陡生。没有过多的阐释，没有刻意的雕

琢，只是在诗人精妙地处理下回归生活的本源，在

大量的留白中尽显恬静的心态和略带深沉的情怀。

当然，诗人对日常生活的诗性转化并不意味着

将生活的全部原原本本搬入诗歌，继而附着生硬的

情感，进行机械化的修饰，呈现出格式化的所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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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孔。这种转化是一种对生活的智慧处理，对日常

事物的有效择取，对日常情感的诗性提炼。它既不

是对现实生活的情感性抵抗，也不是对现实生活无

奈式的全盘接受，而是融合了理性与感性的双重思

考，以诗歌的方式领悟生活、表现生活，在体现生活

张力的同时，呈现真实而具体、细致而美妙的诗歌

情感、灵魂感悟。

且看《关于生活》：“在便河街吃生蚝／在杜甫
江阁喝普洱／在沙发上开着电视睡去／在有雨的夜
晚，阳台上做爱／在屏前喝酒、吟诗／告诉北京的朋
友／还有风吹鱼／有时打个盹儿／然后／在天亮前发
一贴／关于黎明／关于寂静／关于爱人”这首诗掀开
了诗人真实生活状态的一角，吃生蚝、喝茶、看电

视、喝酒、吟诗、做爱、打盹儿、上网发帖……这是再

平常不过的日常细节，但在紫梧这里却串联成了一

个个诗性的音符。消遣的，高雅的，无聊的，兴致勃

勃的……这是每个人每天都可能会经历的生活体

验，但在诗人的笔下你嗅到的却是生活气息无法掩

盖的淡淡的诗意。因为诗人有着一颗敏感的心，有

着一份独到的体验，她会在天亮前写下关于时间、

关于心境、关于人的心灵感悟，让这些生活琐事与

即兴体验在沐浴着诗人的灵思后呈现诗歌的情韵，

一展日常生活的诗意。

在紫梧这里，诗不再是神秘的所在，诗意不再

是飘忽的东西，仿佛一切都有迹可循，仿佛所有的

感触都有相应的物质依托。她大胆地揭示自己的

创作状态、素材来源，精确到了具体地点、具体时

间、具体人物；她写下心灵的絮语，有黎明的情境，

有独处的感悟，有对爱的思考；她毫不畏惧、从容不

迫，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展示自己的生活、展示自己

的体验、展示自己的灵感。她的生活中处处有诗

意，她的诗中处处有生活。

日常生活的诗性转化，诗人做得如此自然，如

此安静，如此唯美。

２．自我生命意识的恣意挥洒。紫梧的诗自始
至终都萦绕着一股强烈的自我生命意识，诗行中处

处可见作者的自我挥洒、自我展示与自我感悟。品

读紫梧的诗，可以看出她是一位优雅的现代女性，

一位具有自我人格的知识分子，一位独具思想与性

灵的诗人。然而，这种女性自我生命意识并不是在

物质问题得到解决后不甘于精神世界的贫乏，转而

以急切的心态寻求外界的认同，这是一种独立的自

我肯定、自我展示、自我追求与自我反思。在这种

自我生命意识的恣意挥洒中，诗意不减，一种全新

的生命感悟飘散成萦绕其间的淡雅情愫。

在《依然》一诗中便可窥见一斑。“兰花刻在

杯子的下方／牛奶漫过了花朵／这是我今天的早餐／
天空在冬天宁静／我们习惯的寒冷气息贯穿至杯
底／牛奶凉了／兰花／依然绽放”这朵刻在杯子下方
的兰花，前一刻还残留着热气腾腾的牛奶所带来的

温度，下一刻即被空气中的寒冷气息所笼罩。牛奶

凉了，带走了最后一丝人为的暖意，但兰花依然自

我绽放。女人如花，一个富有诗性的女人就如淡雅

清香的兰花，她追求生命的自我绽放，她陶醉于自

身的独特美丽；花如女人，她不顾一切地展示生命

的坚守与信念，即使外界的温度足以封冻生命的气

息，也要求一次精彩的释放，刻下或许只属于自己

但曾经真实存在的美丽。

兰花的绽放，表达的是生命的自我释放。在一

个安静的时刻，在一个平凡的角落，这种生命之花

的独自盛开，并不是一种标榜自我的孤芳自赏，亦

不全是一种奋不顾身、无怨无悔的精神追求，而更

像是一种生活的常态，一种生存的姿态。无关风

月、随心随性、寂寞开放的兰花诗意而生动地描绘

着这位现代知识女性独有的优雅姿态与恬淡心境，

充盈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女性自觉意识。

“我知道，我抽烟的模样／优雅迷人”（《我想抽
支烟》）诗人对自身的美丽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察觉

到了自己独有的气息，她陶醉于自己特有的魅力，

这种自恋式的情感倾向实质上包含着对自身包括

躯体与灵魂的充分尊重与肯定，散发着强烈的自我

生命意识。令人惊喜的是，诗人的这种自我生命意

识真实可感，有着一定的实体依托，甚至可以伸手

触摸。“这是一个私密的空间／没人知道／一个优雅
的女人／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伸进衣领／摸了摸自
己的乳房”（《一个人的黄昏》）这个优雅的女人此

刻的动作亦是如此优雅，她迷恋自己的身体，她对

自己的身体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于是在属于自己

的私密空间中她情不自禁地摸向自己的女性特征。

而许多同样有着自恋情结的诗人则有意跳过

自身的躯体，一味追求灵魂上的绝对纯洁，更有甚

者，将躯体视为污浊不堪之物，执意标榜精神上的

高贵。这种将赖以支撑的物质实体强制性抽离的

做法，结果只会令自己陷入更加迷茫的境地，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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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一种缺乏底气的自我重构。要知道精神怎能

与所依托的躯体划下彻底的句号，对自己身体的肯

定才是真正的自我肯定，真正的自我珍视，才算得

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意识觉醒。而紫梧的诗中

所传达的这种自我生命意识，正是一种真正具有现

代意义的自我觉醒与自我肯定。

３．女性视角下的人文关怀。《秋天是生病的季
节》这部诗集整体上透露着一种优雅复古的情调，

但其中亦不乏传达人文关怀的深沉之作。值得注

意的是，这是一种女性视角下的人性关怀，始终萦

绕着一股女性的柔美，诗人往往选取母亲的视角，

用母性独有的温柔与善良，用最温暖的诗性语言抚

慰人心，触摸时代沉痛的伤口。

《２００８年作为母亲》一诗就深深地传达出诗人
最真诚的关怀。“……／我总在恍惚里／看见／孩子
们排着队越走越远／那么多 那么多／……／２００８年／
我们无法跨越／就像汶川无法跨越那个午后的灾
难／２００８年作为母亲／我从此心伤”汶川地震是所
有中国人心中的痛，它夺走了万千同胞们的生命与

家园，在地球上划下永不愈合的伤口。作为一名关

注生活、关爱生命的诗人，作为一名情感丰富、内心

柔软的女性，作为一名心系孩子的母亲，紫梧的心

有着复杂而沉重的伤痛。但此时诗人最直观的立

场就是站在一位母亲的角度，恍惚间她多少次泪眼

朦胧看着孩子们渐渐模糊的身影，她心痛欲裂，拼

命伸手却只能抓破一泡同样模糊的幻影。从此，这

个承载伤痛的２００８年，成为这位诗人、这位母亲心
中无法跨越的一年，在记忆中凝结成一个永远伤痛

的符号。

在这位女性诗人的视角下，孩子们弱小的生命

在这次灾难中显得如此沉重，几乎是本能的，条件

反射式的，母性的情怀在此时占据了主导，这是一

种最真实的情愫，是一种出自本能的呼唤。

“这是一条新闻———／凉山童工像白菜般在东
莞买卖”（《Ａ０３晨报角度》）。本该是快乐成长的
孩子们却在做着不属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事———拼

命打工挣钱。他们是怀着美好的愿望走出大山的，

他们有过自己的梦想，他们憧憬着在外面的世界闯

出自己的人生。然而，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选择，

没有独立的人格，在这个陌生而冰冷的空间，他们

和平常的物件没有两样———在市场上买卖，而他们

的父母“在那个偏远山村／为他们骄傲地昂着胸膛”
（《Ａ０３晨报角度》）。有时生活就是如此，让人无
奈，有时现实就是如此，让人在嗅到讽刺的气息时，

欲哭无泪。然而，作为一名孩子的母亲，谁忍心看

到身上流淌过的血液在残酷的炙烤中干涸，生命之

花在还没有绽放时就凋零？此诗中，作者将人文关

怀隐匿于平静的叙述中，但是，我们却能从字里行

间读出她的不平静，从她一贯的诗意情调中读出对

社会的批判、对孩童们深切的关注和发自内心的牵

挂。可以说，紫梧有着一种灵魂的高度自觉性，在

一派诗情中谱出了生命的重量。

《秋天是生病的季节》这部诗集在独特的诗歌

语境中深情地诠释着“伤春悲秋”的古典情感，巧妙

地实现了传统情怀在后现代语境中的诗意呈现，带

给读者的是一种唯美的体验和全新的审美艺术效

果。而诗人却没有让这种唯美消解了诗歌的深度，

留下一个形式主义的空壳。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潮

流席卷而来的当今社会，诗人于自己的创作中做出

了一定的回应，却丝毫不显极端之处。不得不指

出，诗人始终秉持着一份合理的节制，始终铭记一

位诗人的原则与底线。虽然诗歌中的小资情调处

处可见，但磨灭不掉诗人强烈的生命意识与人文关

怀，反而在一股真性情的自我表达中形成紫梧式的

诗歌情调与风格。可以说，紫梧正是新时代我们呼

吁的没有与传统彻底绝裂，力图用生命的真实进行

创作的独立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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