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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及其探照的世界
□ 庞清明

珠海梦甜珠海梦甜
□ 曹元勇

（组诗）

珠海不远，却一直没去过。这
些年每次到广州出差，就会想到
珠海，就会想到我在世纪之初写
的几篇散文是在《珠海特区报》副
刊发表的，想到应该找机会去看
看那里的朋友，看看那座据说市
容环境美不胜收的城市。然而，
这个念头搁在心底，一再延宕，没
能付诸行动，直到今年 3 月，《珠
海特区报》“湾韵”副刊主编刘鹏
凯说有一个连续三天的“名家笔
下的珠海”采风活动，希望我能参
加。机会难得，自然不能错过，况
且应邀参加采风活动的作家中，
既有熟悉的老朋友，更有我仰慕
已久却未曾见过的老作家蒋子龙
先生。

按照活动安排，应该在 3 月 27
日飞到珠海报到。孰料，临出发
前一天我却收到 28 日去法国驻上
海总领馆签证处办理 4 月份参加
巴黎图书节签证的通知。签证时
间不容改动，无奈，只好把与珠海
零距离的时间推迟一天，采风首
日活动也只能遗憾错过，好在 29
日和 30 日的采风安排同样诱人。
所以，28 日下午过半，当我从法领
馆签证处出来，掐着钟点，马不停
蹄赶到虹桥机场，登上直飞珠海
的飞机后，我心里涌动的是即将
置身珠海的欣悦和对随后两天行
程的憧憬。

到了珠海，才发现珠海之大超
出我的想象。自珠海机场出来，
跨过金海大桥，掠过澳门西侧，一
路向北，穿过珠海城区，穿过凤凰
山，接站的车畅通无阻奔驰了一
个小时有余，终于在晚上 9点钟把
我送到了采风作家入住的酒店，
位于凤凰山风景区北麓的北京师
范 大 学 珠 海 校 区 内 的 京 华 苑 酒
店。湿润的空气中弥散着浓郁的
植物气息，让人不用去看就能想
象户外是怎样一派郁郁葱葱的景
象。一觉睡到天亮，推开阳台窗
户，果然是满目青翠，即便是远处
水雾笼罩的层层山峦也一样透着
暗沉的黛绿。

这一天的采风地是东澳岛。
之前我对东澳岛的了解是通过抖
音直播的综艺节目《我在岛屿读
书》第二季，知道岛上有一间“山
海经书屋”，余华、苏童、程永新
在 节 目 中 担 任 书 屋 主 理 人 ，莫
言 、阿 来 等 作 家 应 邀 到 书 屋 做
客。前往东澳岛需要到横琴码头

去乘船。在横琴客运码头前面，
一根柱子上挂着几块指示方向的
路牌，其中一块牌子一头指向登
船码头，一头指向横琴，上面有两
行字，洋溢着浪漫诱人的气息：一
行 是“ 想 你 的 风 吹 到 了 横 琴 码
头”；另一行是“我等你 就在这
里”，这行字的两头各有一个鲜
艳的红心。

在横琴码头登上“海钧 HAI
JUN”号客船，大约 50 分钟后抵达
东澳码头。甫一登岸，就看见《我
在岛屿读书》中四位作家大咖的
立像招牌，看来他们对东澳岛文
化旅游的带动真的是立竿见影，
作 家 们 拍 摄 过 节 目 的 几 个 地
点——山海经书屋、尾浪茶舍、婚
礼堂、格力东澳大酒店、南沙湾、
铳城等等，已经成了游客登岛后
拍照打卡的必选景点。

走进东澳岛，方知岛上风光旖
旎，让人流连忘返。沿着环岛路，
树木葱茏，百花争妍，最引人瞩目
的当属遍地盛开的紫色的、玫红
的三角梅。南沙湾海滩，沙洁如
洗，有钻石银滩之美称；成排成列
的棕榈树，亭亭玉立，迎着海风、
顶着骄阳，如同戴着热带巨檐草
帽、身姿挺拔的海岛卫士。信步
海边栈道，可以倾听细浪呢喃、潮
声澎湃。山海经书屋，依山傍海，
茕茕孑立于危崖之上，多数时候
清静人稀；在那里，或可一杯清茶
一册书，或可眺望碧海如镜，感受
海风习习、煦风拂面，悠然忘我。

黄昏时分，码头所在的东澳
湾，水面静谧，光滑如碧，游船快艇
倒影如画；岸边的餐馆酒店鳞次栉
比，寻找美食的游人成群结队，家
家饭店灯火通明、食客爆满。我们
一行十几人徘徊两圈，在一家海鲜
排档前等到一个露天桌位。围桌
而坐，酒过三巡，来自云南的包倬
起立而歌，清唱一曲《凉山谣》；想
必是东澳岛的山与海，让他不由得
思念起了故乡家门前的金沙江、家
屋后的大凉山吧。

格力东澳大酒店如同一艘停
泊在崖岸上的巨型游轮，东接钻
石银滩，西望蜜月阁。夜幕四合，
整座“游轮”灯光璀璨，仿佛漂浮
于大海之上。大约 10 点钟，南沙
湾 那 边 有 音 乐 声 沿 着 山 坡 飘 上
来。我拉开阳台上的玻璃门，细
细聆听，原来不知何人正在反复
播放披头士的《Hey Jude》，一遍
又一遍，在夜空中回荡如诉，一直
延续了近半个小时才安静下来。
午夜降临，奇妙的静谧如潮水一
般浸透一切。因为清醒得无法入

睡，我便信步走出房间，来到酒店
下方的海边栈道。栈道尽头是壁
立陡险的巨大石崖，朦胧夜色中，
黑黢黢的石崖如同生气充盈的庞
然大物显得强大而神秘。我面向
石崖伫立，潮汐拍击岩壁的声音
愈发清晰，裹挟着咸涩味的夜风
使我的两颊感到清凉，我的耳畔
仿佛掠过一阵阵风中水分相互摩
擦的细微声响。若不是第二天一
早还要离开东澳岛前往下一站采
风，我想我可能会在栈道上逗留
到凌晨两三点钟，好好享受一番
独自一人面对大海和夜空的难得
时光。

翌日上午，乘船回到横琴码
头。云散日出，横琴码头钟楼耸
立 的 红 瓦 尖 顶 在 日 光 下 熠 熠 生
辉。在大巴车上，终于见到从珠
海 赶 来 与 大 伙 会 合 的 蒋 子 龙 先
生 。 耄 耋 之 年 的 蒋 先 生 精 神 矍
铄、谈笑自如，虽然手持一根木制
手杖，走路时却依然虎虎生风、腰
杆挺拔。这一天，先是参观与澳
门大学一桥毗连的横琴·澳门青
年创业谷，午后前往斗门区乾务
镇的荔山村、网山村采风。集聚
了高新产业与尖端技术开发的创
业谷潜能无限。布满岭南风格建
筑的古村落，则诉说着各自丰厚
的历史底蕴和人文传承。比如荔
山村的黄氏宗祠建筑群，始建于
清朝同治年间，轩昂巍峨，保存
完整。从荔山村走出的历代先贤
人杰，诸如明朝成化十一年进士
黄錀、清朝咸丰元年百岁举人黄
增庆、同治元年进士黄槐森等，
他们的人生事迹不仅鼓舞着当地
有志青少年发奋读书，而且使得
重视文化、读书立身成为当地千
家万户赓续相传的优良家风和传
统。

当晚将近 10 点，回到珠海市
区，在宾馆安顿下来。精力充沛的
鹏凯说，有一个地方，夜景最美，来
珠海不可不看。于是，我和《安徽
文学》的张琳老师忘记疲劳，跟着
鹏凯直奔野狸岛去看地标建筑珠
海大剧院。到了那里，只见大剧院
前面的广场上灯光辉煌，到处是自
由徜徉的人群。而巨型贝壳状的
大剧院在景观灯的映照下，更是美
轮美奂，巧夺天工，时而像一对刚
从海水中出浴的庞大海蚌，时而像
两艘天外飞来的异型飞船，令人驻
足流连，叹为观止。

观赏了夜色中的日月贝大剧
院，我们转到广场东侧面朝大海
的一边，跟音乐酒吧“梦田 Live-
House”迎面相遇。霓虹灯招牌

上 耀 眼 的 大 字“ 我 在 梦 田 很 想
你”，让我立刻想起横琴码头那
块浪漫的指示牌。酒吧外墙巨大
的 LED 屏上，活力四射的年轻歌
手正在摇曳闪烁的聚光灯下欢歌
热舞；一浪接一浪纵情无羁的尖
叫、狂呼、嘶喊裹挟着扑面的热
气，从酒吧门洞里喷涌而出。无
疑这是一个潮男潮女放飞自我的
地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
酒吧对面临海的步行道上，有人
抱着吉他在演唱怀旧老歌，尽管
旋律舒缓、抒情、优美，但围听者
寥寥，颇显寂寞。我们三人点好
饮料，拣了一处靠近路边的露天
卡座，一边聊天，一边隔着 LED
屏和霓虹灯感受年轻人奔放的热
情。其间，趁着去洗手间，我到
音乐伴奏轰鸣震耳的酒吧里走了
一圈。潮男靓女成群结对地聚集
在里面，一面迎合着台上歌手的
节奏纵情摇摆，一面如痴如醉地
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炫彩灯光
伴着干冰制造的雾气，把每个人
的面容、眼神洇染得如梦如幻。
置身其中，潮水一般热烈的气氛
瞬间就会把你淹没，把你点燃。
是的，这样的地方就如同是一座
城市最年轻、最具活力、血脉偾
张的心脏。年轻人需要这样的氛
围，年轻人需要有这样的浪漫、
自由和快乐。

那 天 回 到 宾 馆 已 过 午 夜 子
时。正如“梦田 LiveHouse”入口
通道两侧的灯箱广告语所说，“享
梦甜，听梦田”“珠海梦很甜”。在
珠海的最后一夜，虽然无梦，睡得
却格外深沉，格外香甜。

曹元勇 出 版 人 、翻 译 家 。 生
于 1967 年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文 学 博
士。策划 出 版 有《托 尔 斯 泰 小 说
全集》（草婴译）、《莫言作品典藏
大系》（26 卷）、《张承志文集》（12
卷）、《阿来作品系列》以及《双头
鹰 经 典 丛 书》等 数 百 种 图 书 ；责
任 编 辑 的 长 篇 小 说《蛙》《江 南 三
部 曲》先 后 获 第 八 届 、第 九 届 茅
盾 文 学 奖 。 曾 获“2013 年 上 海 领
军 人 才 ”“ 深 圳 读 书 月 2019 年 度
十大文学好书·年度致敬出版人”
等 荣 誉 。 出 版 有 评 论 随 笔 集《聚
焦与印象》（2015 年上海社会科学
院 出 版 社）、《 美 人 鱼 的 眼 神 》
（2018 年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编 选
作 品 有《蛇 的 诱 惑 —— 穆 旦 诗 文
选》（1999 年珠海出版社）和《通往
自 由 之 路—— 罗 素 在 中 国》（2009
年 江 西 高 校 出 版 社）。 另 有 翻 译
作品多部。

在人类寄生的环宇中，诗人既
不是神，也不是兽，他有时还真有
点像一条牧羊犬，具有万象的嗅
觉与灵性，这流淌于世上的诗人，
如果说是一弯明月拨动天幕的一
万颗星星中的一颗，那每一位诗
人也只是划过漫长沉寂与时空浩
瀚的一颗流星，在人类长河中仅
仅洒下片刻的光辉。这就是智慧
的人类，于世象中寻找宏微与灵
肉的明暗，诗人是被月光锻打的
文字匠人，李少君先生也不例外，
我们不谈诗歌具有唤醒和疗愈的
效应，但也不能否认以诗歌写作
方式所编织的心灵语言，所表述
的文字密码对生命中的惊艳与混
沌，在素材与立意尽量保持作品
的“纯洁”，只有这样才能让语言
中的文字“珍珠”给读者带来灵魂
启示和向往，赋予更高的、让人敬
畏的诗歌生命价值。

诗人李少君当然是一名成熟
的写作者，但同样也是星空的守
望者，他于宁静中注视和思考着
这个多变的世界。现实与生活为
他提供了应有的高度，亦有“灵
魂”外延的局限，而诗人的作品是
由其独有的气质和个人心性的修
为所决定的，作为诗人的要务就
是以诗歌去还原生活，思考未来

的，反观历史，没有一个诗人不是
以现实为背景，以具象而诱发对
现实和社会、生活与情感中的多
重维度，敏锐地去洞悉潜藏的各
种矛盾和冲突。以身边的大小事
件作为原始的第一素材，伸出语
言和思想的触角，搭建起涌动于
时代的诗歌艺术。

我读到的诗人笔下的《故宫》，
通过文字铺展的画面，他让更多
人看到或听到作为诗者的感受，
发现和了解现实与生活其本身的
意义，就是要抓住灵光乍现的一
瞬，以意象放大微妙的事物、以隐
喻来糅合写作的动力，加以宽泛
外延的语言方式，让每一个平庸
的文字去承载更为丰富的内涵。
我们读到的首句“故宫柳色新”所
描绘的故宫在春天时柳树呈现出
的新绿场景，从而得到时节与古
老的故宫中所增添的一份新的生
机，“对于古老的故宫，我也是一
个新人”这句话表达了作者对故
宫的敬畏和谦逊态度，也意味着
每次参观故宫都可能有新的发现
和感受，以及华夏文明与史观的
深意。“春色，正从那一小截柳枝
侧漏”，“侧漏”一词用得较为巧
妙，形象地写出春色仿佛从柳枝
的一侧悄悄溢出，使抽象的春色

变得具体可感。“随之飘下的，是
春风，还有花絮”，春风和花絮相
伴而来，进一步烘托出春天的氛
围，给人以轻柔、浪漫的感觉。“被
遗散的，是寒意，是过往宫廷旧
事”，这里的“遗散”意味着随着时
间的流逝，寒冷的气息逐渐消散，
同时也暗示着过去宫廷中发生的
种种故事已成为历史，逐渐被人
们淡忘。整首诗以简洁而富有意
境的语言，描绘了故宫春天的景
象，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时间、历
史和变迁的思考。在古老与新生
的对比中，展现出故宫的永恒魅
力以及岁月的流转。它既让人感
受到了春天的生机与活力，又让
人不禁对故宫承载的深厚历史文
化底蕴产生一种悠远的遐想。

诗人的每一个件品都不是在重
复别人，而是在创作中不断“发现”
另一个自己，所以，诗歌写作题材不
断拓展，风格不断嬗变，语言在实验
中更替转换，都是为了保持对语言
的激情和敏感，是对自我的挑战。
当读到《又是清明》“清晨，窗外鸟鸣
似亲人”，这里以鸟鸣开篇，将鸟鸣
比作亲人，给人一种亲切而温暖的
感觉，也暗示着自然与人类情感之
间的某种联系。“不是从山间寻到这
里吧？”这一疑问表现出作者对鸟鸣

来源的好奇，同时也引发读者对自
然与城市环境差异的思考，增添了
一种诗意的遐想。“春风一阵一阵地
吹拂/这莫名的感伤一阵一阵袭
来”，春风的吹拂与内心莫名的感伤
相互映衬，可能是清明时节特有的
氛围勾起了作者心底深处的愁绪。

“霓虹夜，处处有神奇的相逢/大街
上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彼此热切招
呼，似乎都熟悉”，夜晚霓虹灯下，陌
生人之间的热切交流形成了一种看
似熟悉的氛围，与前面清晨的感伤
形成对比，展现出城市生活中复杂
多样的人际关系。“或许因为都生活
在前世今生里吧”，这句带有哲学意
味的话语，让人思考人与人之间在
时间长河中的联系，也许是清明这
个特殊的节日，让作者对生命的轮
回和过往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整首
诗通过对清晨、鸟鸣、春风、夜晚、陌
生人、相逢等场景的描绘，营造出一
种在清明时节特有的感慨氛围，既
有对自然的感触，也有对人生和人
际关系的思索，情感细腻而深沉。
从李少君的诗歌中，我们不难读出
一个成熟的诗人对世俗与阅历的修
为，读到细腻的发现与深刻的内在，
一首好的诗歌我们会从物象与拟意
上读到不可复制的语言，那就是溢
出“月光”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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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夷所思的是，你怎可将
梦排斥在命运之外
苟活且含笑平庸的世道
一寸一寸减缓的脉冲
透视表象的光鲜
抵达内在的无限空
借逻辑推演或化妆舞会
将梦错置反转的境地
梦乃存在之根
岂可若雨后的花伞收敛翅膀
刚刚篆刻的碑铭
转眼折断的笔
将华堂面对神的诵咏
化着夙敌的揶揄
如果不能令梦分享生活的苦乐
至少让梦得以悄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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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博尔赫斯是对的
将梦归结为一种
戏剧式虚构，但我更
欣赏梦的诡异及其观察
世界的另一维度
生命的有限斜坡被扳正
我从本质上肯定梦的存在
进而扩张身体的外延
与灵魂的缤纷内涵
将梦纳入逻辑学的范畴
予以证实或口头转述
行诸记忆的印痕
继而依靠文字将梦定格
我是否能借助梦
有效反转孤独的命运
这或许是冒犯，且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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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存续与激情演绎
引领对未知的打探
它间接导向幸福的源泉
尽管人们谈论梦时
故意摆出虚玄的架势
将其与黑暗的恐惧
深渊的困惑搅合一起
梦里有灯塔、呼唤
及光明的图腾，梦是
命运的依托，起合的心窗
看似常识，却遭遇
普遍的漠视，仿佛真理
之未萌，天才带着
自身的火焰划过天际
不被接纳甚至一再误读
梦总在关键时分化身施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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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者，多熨帖的比喻
每位追梦人似乎
均可以此为荣
戴着讳莫如深的面罩
鼓起隐形的翅膀
仿佛送外卖的小黄蜂
将街巷社区织成
一张巨大蛛网
梦到欢快的脸庞
掩埋树下待孵化的卵

承接生活的重担
更多的潜藏未知的懵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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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冒昧地在你面前
谈及梦，绝非周公托付
经由我口转述的
必有所流失
若带走沙漠的内河
盘曲在祖屋的灵芝预示什么
一道闪电击穿我的耳廓
怎可让你受到惊吓
那个强盗已三番入梦
撬开了心防
报警器却屡次失灵
压抑的呼叫反而让内人
徒增猜忌：谁能将爱
引为知己，努力
还原真相？不将梦挫伤
至少给予起码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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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梦的人终不老去”
勒内夏尔是否给予
我内室的暗喻
逃离、背叛，颠覆
既有的时序与纷乱世道
让骑士之梦长做不醒
勾画另一番
虚无却能有效把控
存在反过来以梦为荣
照亮并勇于担当
美与梦合一
善成为行动的指南
真升格为普遍的尺规
苦难不再蒙羞
游子寻回远方的家
怕死鬼笑盈盈被阳光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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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珍视我的秘籍
怜悯我的骨肉
好比忧伤编织的彩虹
晚香玉的软肋
被梦俘获
或遭强制策反
进行连场取缔了硝烟
劣币驱逐良币的代理战争
我发誓，谨守瓶口
内心感知，说出便是过
摩挲多年的素琴
弹拨一堆乱码
我的梦隐晦不明
仿佛未曾挖掘的洞窟
无需疏通的关节
黑桃脱离它坚硬的外壳——

庞清明 当代诗人，曾获第三条道
路诗派特别贡献奖、中国网络诗歌 20
年创作奖、成都商报头条诗人奖。在

《诗刊》《钟山》《清明》《星星》《作家》
《上海文学》《红岩》《诗选刊》《北京文
学》《四川文学》《草堂》等全国数十家
报刊发表大量诗歌、评论，出版著作

《时辰与花园》《孤独骑士之歌》《第三
条道路批判》等 4 部，作品入选全国数
十家权威选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