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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人生五色诗 

———邹联安诗歌研讨会述要

申　思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为推动新世纪湖南诗歌研究，在湖南科技大学举行了著名诗人邹联安的诗歌研讨会，会议由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
院主办，由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承办，湘潭市文学研究会协办。５０余位专家、学者、作家、诗人
以及期刊编辑出席了研讨会，大家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邹联安的诗歌创作进行了深入研讨，充分肯定了他对诗歌持之以恒

的创作激情和他独具特色的诗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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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运宪（湖南省作家协会荣誉主席）：
趁这个机会我谨代表湖南省作家协会，向邹联

安诗歌研讨会圆满召开表示祝贺。

大家都知道我是从来不会写诗的，我一句诗都

没写过，我之所以来参加这个会，除了代表作协表

示祝贺，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邹联安是我的朋友，我

是来为朋友欢呼、捧场的。邹联安的长诗《逃亡

者》，我很喜欢。我特别喜欢大气磅礴的诗，他的诗

写得很大气，很放得开。写诗的人如果太拘谨，那

肯定不行。我昨天晚上左想右想，我知道在诗歌方

面我是一个短腿，所以晚上就绞尽脑汁为邹联安先

生画了一幅画，把他豪放、好酒、能诗的这种精彩都

聚在这幅画上。我现在要把这幅画送给邹联安。

声明一点，我画画是玩票的。这幅画上题的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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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０６
作者简介：申　思（１９９０－），女，湖南邵阳人，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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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文章拼命酒，快意人生五色诗。”

季水河（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湘潭

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邹联安我很有印象，跟邹联安也算是很老的

朋友了，在湘潭也算认识得早，而且关系还算密切。

我觉得邹联安是入错了行，他不应该在政府部门工

作，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邹联安就是为诗而生的，为

文学而生的。成立市文学研究会和办文学刊物《风

雅》基本上是邹联安在辛劳操作，他将满腔热情都

投入到了文学，献身到了文学当中。当然，更多的

是业余时间。总的来说，我觉得他对文学确有一种

献身精神，尤其对诗歌是热爱到了痴迷。我想，如

果没有对文学那种挚爱和痴情，邹联安是写不出这

样的长诗的。写《逃亡者》这部长诗，邹联安呕心沥

血。我觉得，这是一种对文学的献身精神，对诗歌

的献身精神。

我对联安的诗的印象，一个是我读他的诗有李

白的豪情，有“噫吁唏，危乎高哉”这种感觉，也有

“黄河之水天上来”这种气派。今天我凭印象在家

里把《逃亡者》读了一遍，这是第一个感觉，对诗的

整体感觉。还有一点，就诗里呈现的这些意象，我

觉得应该用磅礴来解读，有一种忧郁或者波折的情

绪在里面，其中所含信息量很大，很广阔，很厚重。

这个是我对他诗歌的第二个感觉。另外，也可能是

我审美的僵化，就我自己而言可能比较喜欢古典

诗，有时看书写作累了以后拿一本古典诗集看一

看，眺望默想一下。对现代诗我也写过评论，但是

感觉可能不到位，尤其是对现代诗的形式我一直觉

得有一点遗憾。我以前提出过这个问题。读了联

安的诗，我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向各位诗人请教。

龚湘海（《芙蓉》杂志主编）：

联安兄寄给我几本诗集，我只读了他的一本

《邹联安诗选》，因为时间有限，实在是很抱歉，但是

我觉得读这本诗集已经让我很享受了。因为它让

我感受到了诗歌的味道，感受到了一个在浮躁时代

难能可贵的、摆脱了世故与庸俗的灵魂，感受到了

一双在城市的荒原里仰望星空的眼睛。

这个诗集里的诗歌，写乡愁、爱情、亲情；写对

生活的感悟，写对人生的思考；写对情欲、生命、死

亡、时间的思考……如果要用更哲学一点的话说，

他是在思考工业文明对生命的戕害，金钱与权力对

人性的扭曲。我觉得这些诗句是长在联安兄的身

体里面的，他只是将他们抽出来放在纸上了，带有

他气味和体温，带有他充满酒味的血肉。他的一些

句子，粉碎了我对诗歌的绝望，让我有久违了的感

动。像“季节已经入冬／一朵花在黑夜的角落里凋
落／一粒干瘪的麦穗／在风的追杀中逃跑”“在那个
秋天的斜阳里／父亲在田坎上看稻子／稻子的佝偻
与父亲的佝偻，是同一个理由”等等，这些句子都是

让我眼前一亮的。

我对诗歌的要求并不挑剔，但是我对诗歌的品

味却从不宽容。作为年轻时代也被诗歌诱惑的人，

就像是一个老酒鬼，对于酒的品质只要闻一闻就知

道酒的好坏一样，我也只要闻一闻这些诗歌，就知

道它有力度，就知道它是好酒曲酿出来的。这酒曲

当然就是联安的情感。他的情感，他的酒曲有什么

特色呢？我觉得是既热烈又沉郁，在感性的外表里

藏着理性的力量。但我想在这里表达的是，联安作

为一个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他没有被蝇营狗苟的

生活所绑架，他是一个站在大地上仰望星空的歌

者。这种人生态度所蕴含的精神指向，是这个时代

的稀有元素，也是令我最为感动的东西。

田茂军（湘西自治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吉

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我觉得，邹联安的代表作《逃亡者》不属于他一

个人，它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成为每一个

人的精神胎记。博尔赫斯曾经说过：“只有不属于

时间的事物，才在时间里永不消失。”《逃亡者》具

有这样的素质。

邹联安在诗歌中塑造的是一个守望者的形象。

他说：“我是一名两手空空的守望者，我的灵魂在大

地上飞翔，像一片在秋风中寻找归宿的落叶。”那

么，在邹联安的诗歌中，“落叶”意象多次出现，这种

飘零感、悲秋情结与古典诗词中的“落叶”意象一脉

相承。《逃亡者》是否是邹联安精神上的自我写照

呢？在洛夫的长诗《漂木》中有“浮瓶中的书札”

“致母亲”“致诗人”“致时间”“致诸神”“向废墟致

敬”等。同样的，在邹联安的诗中也有致诗人、致自

我、致时空、致大地、致城市、致所有他心中的那个

她———爱人。吴投文说：“诗人是这个时代的失败

者，人们用死，用意味深长的眼光打量他们，目光中

有锐利的东西，似乎能像刀一样的切割着。”我觉得

邹联安的眼中也有一种非常锐利的东西，将我们现

实中间的丑陋一一地揭开、展示。

我读邹联安的《逃亡者》时，感觉波德莱尔《恶

之花》中间的一系列意象在《逃亡者》中间也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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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表现。波德莱尔说：“现实是什么？／到处创作
着虚假的白昼，／到处蔓延着真实的黑夜，／英俊的
红桃侍卫和黑桃皇后，／正在忧郁的诉说死去的爱
情，／就连里面的祈祷和祝愿都是罪行。”波德莱尔
还说：“我是一片连月亮也厌恶的墓地，／我们竟为
腐败道贺，／为苍白的死光祝福，／愚蠢、谬误、罪恶、
贪婪占据我们的灵魂，／折磨我们的肉体，／我们哺
育我们那令人愉快的悔恨，／犹如乞丐养活他们的
虱子。”在《逃亡者》中多次出现虱子的意象，邹联

安写道：“一堆堆城市的虱子／在台上演绎它们的宏
伟壮举”，“欲望的狼群／在城市的肠道里／迈开疯狂
的步伐／城市的阴部出奇的瘙痒／大街小巷响起女
人的叫嚣”，“滚滚尘烟之中／到处是奸情的幽影／到
处有横陈的僵尸”，接下来的“硕大的乳房”“尸体”

“白骨”“拥挤的棺材”“挽歌／一曲接着一曲”“希望
的田野／长满了妖艳的魔女”，还有邹联安诗中的
“罂粟花”“摇头丸”“脓包”“癌症”“溃疡”，这些吊

诡的奇特的意象，与波德莱尔诗歌意象有异曲同工

之妙。

所以，我非常赞同李元洛先生的评价：“邹联安

的《逃亡者》有严肃的主题，激越的诗情，缤纷的意

象，有欲掣鲸鱼碧海中的胆识，当然也有抒情长诗

所应具有的恢弘的气魄。”他还说：“《逃亡者》表面

上是冷然的避世与遁世，深层次则是热心的入世与

济世，何况全诗的河床之长，其中奔流的却是难得

的一以贯之的感情的洪波巨浪。”在这么一个冷漠

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关注时代、批判现实中的丑

恶的一种奔涌的激情。

王縵海（《创作与评论》执行主编）：

对邹联安的诗歌，我简单地谈三个感想。

第一，我认为邹联安先生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据说邹联安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不长，大概十多

年。十多年以前的这个时候，文学已经走向边缘化

了，诗歌更是边缘中的边缘。在这么一个时期，诗

人甚至是一个不正常的代名词。在这么一个不合

时宜的时期，他走入了诗歌领域，而且孜孜不倦地

从事诗歌的创作，可见他对诗歌完全是文学的坚

守，是自己理想的深情守望，他没有任何功利，所以

我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第二，我认为邹联安先生是一个天才的诗人。

诗歌它不是单单勤奋就可以取得成就的，诗歌它需

要天才，它需要对生活最深刻的洞察力，对灵感最

敏锐、最迅捷的捕捉力，而这一些单靠勤奋是做不

到的，它确实是需要天才的。我读邹联安的诗歌，

觉得他的作品意象纷呈，想象力特别丰富。在他的

诗歌中想象无边，里面充斥了很多奇思妙想的情

绪。像这样的诗歌，可以说是很多诗人难以仰

望的。

第三，我认为邹联安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诗人。看了邹联安先生的诗歌，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邹联安先生是一个高水平的诗人。他的诗歌有温

情，但里面又遍布忧郁的种子，而这种忧郁正可以

看出他最可贵的气度、品质，那就是他与世俗的不

妥协，这种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和家国情怀正是我

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黄声波（《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

辑）：

邹联安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做

一个当下时代的诗人，一个是需要智慧，第二个是

需要胆略，第三个还需要爱情。”读了邹联安先生的

一些诗以后，我感受到了他的智慧，更感受到了他

的胆略，还感受到了他诗里面的爱情。因为在现在

这个时代，能写诗的、会写诗的人很多，但是能写出

《逃亡者》这样恢弘长诗的诗人很少。

前几天晚上我特意把《逃亡者》看了一遍，虽然

平时对现代诗坛的了解有限，但是的确在《逃亡者》

里见到了在其他诗人身上少有的大气象、大格局，

感受了邹联安诗歌里体现的才情、勇气和丰富的想

象力。所以，从格局上来讲，邹联安先生已经具有

了大诗人、大作家的气度。这是湘潭地方文学的骄

傲。如果从这个格局上来加以界定，应该讲是湖南

作家的骄傲，也是湖南诗人，甚至是中国诗人，应该

追求的东西。因为成一个作家很容易，门槛也很

低，但是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成为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其实很难，尤其像在这样一个小

地方里面，有像邹联安这样一个有期许、有追求、有

抱负的诗人还是很少的。所以，我的确对邹联安先

生的创作表示衷心的敬畏，读他的诗，使我感受到

了文学的冲击力，感受到了灵魂的震憾。

晏杰雄（中南大学文学院博士）：

我与邹先生交往很多年了。《创作与评论》

２０１２年第４期发表过我为他写的一篇专门的诗歌
评论《油菜花地一样灿烂绵延的歌唱》，我的主要观

点就在这个文章里面，那么我就直接简单地表达一

下对邹联安诗歌的感想。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我对邹联安诗歌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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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就是“一位自然之子在都市的精神遭遇”，这

个自然我觉得是邹联安诗歌的核心精神，这个自然

不但是实体的自然，也是精神的自然，而且也代表

着他的艺术风格。

首先说实体的自然。他的诗歌为什么呈现今

天这种变化，这种浪漫的、纯情的、悲悯的、汪洋恣

肆的艺术风格，我觉得与他的出生地有关系。他的

诗集《大地的隐痛》中有一首诗《我愿做一段朽木》

提到他的出生地，他出生在湘西龙山县洛塔乡的一

个原始的村子里。从村子里走出来一个诗人本身

就是一个奇迹，他不是代表他一个人在歌唱，他是

代表他的村庄在歌唱，代表湘西的灵魂在歌唱。所

以我觉得，当这样一个自然之子，来到这个工业文

明的都市，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都市，那么，他在精

神上必然遭遇创伤，所以我在文章里面说：“在他这

种看似多情的、甜蜜的、奔放的、热烈的诗歌后面，

隐藏着一个自然之子的悲凉、悲愤、悲怆。”所以说，

他这个层面已经不止忧郁了，已经上升到了悲凉的

层面。他的身份就是一个自然之子的身份，用自然

的身份、自然的精神去对抗工业文明的精神空缺、

道德沦丧、价值观的缺失。

自然之子也表征了邹联安的诗歌艺术风格，我

觉得他的诗歌中很少有晦涩的现代主义艺术手法，

都是比较直白的、浪漫的、直接的，但是也有一种内

在的情感力量。我觉得他可能受惠特曼、普希金、

海子的影响比较多，他的诗歌基本上传承的是 １９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脉。他的艺术气质、他的文

化身份决定了他采取浪漫自然、明白晓畅的艺术风

格，这是跟他的文化身份十分吻合的。所以，这样

的诗人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寂寞的，因为他是一个人

在战斗，一个人代表他的出生地，代表逝去的文明，

代表自然理想，去对抗后工业时代的物质文明。

远人（《文学界》编辑部编辑、诗人）：

联安兄给我的印象向来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一

个性格很外向的人。但是，我今天来参加他的诗歌

研讨会的时候看到他的海报，我才第一次发现他被

冠以“忧郁诗人”的头衔，我感觉这个反差特别大，

因为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从来都不觉得他忧郁。但

读他的诗歌的时候，确实感觉到他的诗歌里面包含

了一种比较忧郁的东西，尤其是他的《憔悴被伪装

戳穿》，他的目的是为了调整情绪，但是憔悴把他的

伪装给戳穿了。我觉得这首短诗对邹联安兄的整

个诗歌几乎构成了一块基石，他所有的诗歌感觉都

是从这个里面生长出来的。这是我对邹联安特别

强烈的一个感受。

第二个感受是联安兄诗歌里叙事和抒情的关

系处理得特别好。我们知道诗歌，尤其是上个世纪

９０年代开始，好像叙事诗成为一种流行的写法，好
像叙事要撇开抒情，但事实上，在诗歌里面抒情永

远是不能够撇开的一个元素。我记得联安兄的诗

歌里面，他的叙事和抒情结合得比较好，尤其有一

首诗叫做《有人跳楼了》。这首诗我反复看了好多

遍，我觉得这首诗歌整个就是一个叙事小诗，但是

这个叙事小诗里面包含了一个并不单薄的抒情的

内核。他在这么一种叙事和抒情之间找到了张力，

这种张力就是通过他的抒情元素的语言所带来的。

第三点，联安兄还有一个类型的诗歌，就好像

《邹联安诗选》第１４５页的《如果你需要》，还有第
１５０页的《假如是春天》，像这样一种诗歌我觉得有
节奏感，甚至还有一种形式感，这种节奏和形式感，

肯定是诗歌必须要具备的东西，但是，仅仅只具备

这样一种东西，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联安兄这一

种类型的诗歌，他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像一首诗，

一首诗的外表都具备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类诗歌

不能打动我，它不像那首有名的《有人跳楼了》那样

将叙事和抒情相结合。我觉得联安兄他有这个本

事，他从第一行开始就可以把一个读者的心抓住，

迫使你一行一行地读下去。但是我觉得，他一旦想

要倾诉自己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的东西告诉你而不

是把一件事情呈现给你的时候，他的诗歌就出现问

题了。像《假如是春天》《如果我需要》这样一种诗

歌，我找不到另外一个可以支撑的东西，而没有这

个支撑的时候，这样的语言它就会垂直线性地直接

往下滑。仅仅是他个人的情绪往下滑的时候，我作

为一个读者几乎是可以无动于衷的。“假如是春

天，我为你绽放鲜花”，这种诗句就不动人，尤其对

像我们这种经历过那种现代文本阅读的当代读者

来说，就更缺乏感染力了。

黄光耀（湘西龙山县作家协会主席）：

我通常是一口气就把联安兄的一本诗集读完，

然后再慢慢地咀嚼、回味。我发现联安兄的诗是出

自于骨髓与灵魂的，不像有的诗人故弄技巧，无病

呻吟。俗话说：“愤怒出诗人。”他也是如此。像他

收集在诗集《大地的隐痛》中的一些诗作，读时能给

人以隐隐的伤痛，读罢却又让人痛并且快乐着。譬

如他在《乡愁：让我慢慢变老》中写道：“我看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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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在病床上死守沉默／像头在春耕中倒在田坎上的
黄牛／我坐在床头聆听大哥的呼吸，聆听输液管里
滑落的点滴／内心发出的嚎啕，默默地震颤着那个
小城／从医生手中我接过Ｘ片／对着春光照了许久／
我看到了大哥的骨头／就像我家老屋旁边那棵伤痕
累累的椿树／在多处骨折的地方／雷霆般断裂的声
音在我心中炸响／这声音永远敲打着我生命中的每
一根神经／在以后的日子里／也将不断地从我的诗
歌中轰鸣。”但这诗又是愤怒中的沉静，唯有深入骨

髓的痛，似乎才会令诗人愤世嫉俗的时候能够平静

地思考与表述。这样的诗便不是口号，不是标语，

不是矫情，不是造作，它所传达的不仅只是一种情

绪，而是一种感悟。从诗歌内在的实质去看，愤怒

的不是在红尘中苟且生活的诗人的肉身，而是诗人

的内心与灵魂。在我看来，诗人的人格大都是分裂

的，那份愤懑中所激发的思想才是诗歌的结晶。

忧郁也是诗人的特质，联安兄在我眼里是一位

忧郁的歌者。他所选取的意象大多是乡村的、原野

的，在这一书写的过程中，这种意象是相对于城市

而言的。城市既是诗人寄存身体的地方，也是囚禁

诗人的思想与灵魂的地方，因此城市的意象就是一

个囚笼———正如一只向往自由的鸟，在失去自由与

飞翔的时候，灵魂又是多么的哀伤与痛苦啊。这正

是诗人之所以困惑与忧郁的所在———原本留存在

他记忆与憧憬之中的美好的事物，全都被这座“城

市”的天空吞没了。诗人于是茫然四顾，但见那蓝

天、那白云、那青山、那绿水，都已被眼前这座城市

的雾霾所笼罩、所湮灭———诗人的天空从此便“灰

暗”了，但诗人依旧撑着一把雨伞，行走在这川流不

息、充斥着现代文明符号的都市间，似乎再也找寻

不到一条突围的道路，再也找不到一片晴朗的天空

和一块向阳的麦地。因此，乡村和城市这两个意

象，在联安兄的歌吟中也便不停地交替着出现，他

试图从奔突与回归中找回自己精神失落的家园。

豪情自然也是联安兄的一大特点。从外表来

看，联安兄的豪情体现在酒上。面对日渐麻木、日

渐隔膜的社会，联安兄无法安枕无法沉睡，他唯有

借酒消愁。但是，联安兄又不想就此麻木，他还要

用自己的诗歌去呼唤人性与天良，这可是诗人心灵

深处不可触碰的一根底线。但联安兄依然以山里

汉子的性情来体现———以酒赋诗———仿佛出山的

“酒鬼”，一路吟唱着自己的“酒歌”。记得有一次，

安兄在龙山与我们一行文学爱好者相聚，酒至半

酣，不禁诗兴大发，他居然拿出自己的诗作，亮开嗓

门当场朗诵。那种豪气就如雄鹰展翅，俯瞰人寰，

或默默温情，或一泻千里，或沉吟悲切，或慷慨激

昂。联安兄的诗歌富有灵性，富有哲思，就像乳汁

一样滋润着读者的心灵与灵感。

吴广平（湘潭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感谢各位专家、学者、作家、诗人，也感谢邹联

安先生，是他也是他的诗歌让我们今天下午相聚在

一起，拥抱在一起，结合在一起。我曾经为邹联安

先生的《逃亡者》写过一篇文章，我在这篇文章中写

了这样一段话：“诗人通过灵魂的安顿与逃亡，不但

宣告了人类对物质和技术世界的背离，对道德沦

丧、物欲横流社会的反抗，而且也确立了一种高尚

纯洁的生活方式，表现了在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对人

类整体生存境地的焦虑、悲悯、关怀与救赎的精神，

从而彰显了诗歌作为时代号角、人类良心的价值与

意义。”邹联安先生浪漫得像一位少女，天真得像一

位孩童，智慧得像一位哲人，他诗歌的深邃，他性格

的豪放，他生活的飘逸，他情感的忧郁，都是令我们

感动的。

感谢大家从各地来到湘潭，来到湖南科技大

学！由于时间有限，今天与会的领导、诗人与专家

还有好多位没有发言。今天的研讨会只能暂时告

一段落。但有关诗歌、有关邹联安的话题，我们还

将持续言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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