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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风》

内容概要

《披风》是一本独具特色的诗选，空灵简约是苏忠诗歌的基本风格，这“空灵简约”不是仅停留在字
面意义上，而是灌注到诗歌的脊髓中去了。读完这本诗集，感觉诗歌的内涵、精神与书中作者的剪影
一下子叠印上了，非常吻合。佛的气场弥漫整部书稿，无论是日常烦忧、自然景象、故乡故人、苏忠
总是能 冷静淡然地观察体味，然后以惊人的语言缓缓道出，平静得像在诉说上个世纪的往事。正如程
光炜所说，苏忠是一个在语言上有洁癖的人，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多余的字，故而他的诗歌总是以短句
短章居多。然而，语浅意遥，苏忠很多很短的诗行，沉思读下来，总是会让思绪在上面停留许久，无
法离开。如那首《疼》：“奶奶抱着我∕把我∕轻轻放进摇篮∕我抱起奶奶/将她∕轻轻放入棺木”这
样的句子，只轻轻一读，心就与作者相通，开始剧痛起来。总之，在现代诗歌里，苏忠的诗歌可谓独
树一帜，给我们带来了别样的深邃、独特的意境，美好的享受。
诗歌评论：
苏忠的诗，真诚而又敏感，直接而又委婉，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和感人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歌
德所说的“诗之真”。他的这卷《披风》中的许多诗篇，如《乡村路上》、《谷雨》、《丈量》，不
仅表达了他的爱与疼，也令人欣喜地显现了他在个人修持与诗艺锤炼上所达到的新的境界。
——著名诗人   王家新
苏忠有大关怀，以说“一生的努力”始，以“与万物会心一笑”终，《披风》俱见心迹；诗集所选不
多，但苏忠乃真诗人，诗名或可不朽，谓予不信，请看《疼》那首六行诗、《来生作业本》“画外音
”那一节四行。
——《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编  陈明洋
读苏忠的当代诗歌集，你可以举头望见李白的故乡月，脚履岑参的边关雪，更可以留连王维的山水，
体味苏轼的禅境和道心。
——著名杂文家  鄢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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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风》

作者简介

苏忠，福建连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1部，诗集4部，随笔集2部
。作品发表于《诗刊》《十月》《人民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芒种》等国家级
大型文学刊物，及《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部分作品多次
入选年度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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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风》

书籍目录

披风
——苏忠诗选
序一：又见苏忠/谢冕
序二：空灵之境/程光炜
辑一
1、子民
2、倒影
3、刺猬后传
4、吹剑
5、雪夜故人
6、拈花
辑二
1、大悲经
2、灭度
3、禅初
4、般若
5、凝视
6、画壁
辑三
1、山春中
2、出窍
3、海潮寺
4、山溪里
5、三生有命
6、欢喜佛
辑四
1、镜帖
2、影惑
3、水迹
4、牵肠
5、对岸
6、途中
辑五
1、七月青海湖
2、鄱阳夜
3、京口三山
4、夜坐衡山
5、在金上京遗址
6、醉天池
辑六
1、四月里
2、山南梨花
3、湖水的纹
4、溪柳
5、读笺
6、失忆
辑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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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风》

1、山晴雪
2、蓝被子
3、纸月亮
4、风窥
5、枝乱颤
6、野渡
辑八
1、夏记
2、故乡
3、台风
4、梦走
5、水漂
6、归鸿
辑九
1、乡村路上
2、谷雨
3、麻花天
4、旧历
5、桑和槐
6、村庄
辑十
1、人客
2、当年写
3、暮春词
4、温榆河畔
5、祭事
6、雨离别
辑十一
1、落叶
2、疼
3、一生海
4、荷语
5、木鱼开口
6、千千禅
辑十二
1、青变
2、夸父逐日
3、打铁者
4、风水师
5、拂衣
6、梅寻
辑十三
1、鸟的故事
2、复活书
3、乌鸦飞
4、子非鱼
5、请让道或借光
6、卦相
辑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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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风》

1、一座行走的寺院
2、江湖职场
3、职场画传
4、梦游者说
5、城嬗
6、来生作业本
辑十五
1、比如
2、匹夫行
3、废人谣
4、茫茫宿世
5、进退间
6、行旅
辑十六
1、丈量
2、这些年
3、洗秋
4、符号
5、念想
6、落子
附录：苏忠的诗歌密码/苏小和

Page 6



《披风》

精彩短评

1、没有情诗，没有长诗，没有啊和呀的感叹。狗尾巴草把白云摇了很久，雨和雨手拉手不停地跳落
，茶杯空了，山色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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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风》

精彩书评

1、山林禅修与红尘寻觅——苏忠诗歌印象      (作者：郭蓓)&lt;山林寺庙中的禅修&gt;初读苏忠的诗，
一笺笺疏密有致的汉字，码叠出久违的风景，十分赏心悦目，沁人心脾。诗中随处可见山峦、四季、
云和风、春花与夏虫，令人仿佛重回自然的怀抱。苏忠以自然风物入诗，甚至直接以风花雪月为题，
如《风窥》 《山南梨花》 《山晴雪》 《纸月亮》 。苏忠诗中的自然，有点像列维坦的画中风景，静
谧而美好；与佳能相机中定格的五彩斑斓相去甚远；说起来，倒与黑白灰的传统中国画更为接近。同
它一样用笔简约，却意蕴丰富而悠远。清风徐来，如入月明林静之地。诗集《披风》的意境大多纯净
、古朴，心态安宁、恬然而自足，有着王维般诗画相融的境界。这种古典的诗画追求，以及澄明沉静
的诗歌境界，正源自于苏忠的佛心禅语。从《大悲经》《灭度》 《禅初》 《般若》等诗中，不难看
出他的佛缘。他眼中的天地万物，会时不时地以“拈花”的姿势参禅入定。所以你会读到“青草润湿
了菩萨们的脸” 、“禅师坐在春风里”这样的诗句。“水泡和卵石/是佛珠的虚与实/蚕豆花开了/漫山
遍野的星宿/阳光无声无息/飞鸟是一群敲响的铙钹” ，这是《禅初》 。在画面的虚静中，充溢着的是
诗人的禅境与道心。苏忠的禅修，一方面是以向佛之心，由静思而入定；另一方面，则博览中外古今
思想家的著作，与他们进行时空交流和智慧哲学的接轨。苏忠用《鸟的故事》混搭了芝诺、公孙龙、
卢梭与禅， 《子非鱼》像一场庄子与西西弗斯的郊游， 《请让道或借光》模拟的是第欧根尼、莱布
尼茨与惠施的下午茶⋯⋯正是目及万里、思接千年的胸襟，让诗人有了纵横捭阖的底气，从而哲思邈
远。通过山林禅修，得来的是一个人的素心善行。正是对彼岸世界的敬畏，对于此岸世界才更多了一
份洒脱与超拔的体验。当苏忠以一个诗人的身份与禅宗相遇，他诗歌的境界无疑得到了升华与提升，
从而进入一种空灵玄妙的境界。　　&lt;红尘都市里的寻觅&gt;虽然苏忠以禅宗为其诗歌所追求的境界
，但并不因此而完全走向玄虚。苏忠的诗是丰富而有烟火气的。他将清浊并流的现实生活一并圈入笔
端。作为都市中人，他写上下班的拥挤嘈杂，他为职场的CEO、经理人和白领画像，他的诗行里
有QQ式的脑袋，也有空气污染与地沟油。苏忠用他的诗作告诉人们诗歌在攀上思想云霄的同时，不
应架空对生活的感受，从而保有生活的温度。他这样描绘都市，“二胡拉扯着/方的广场和长的巷子”
，“疲惫的雕塑席地而坐一言不发” ，“一只忘了红绿灯的易拉罐/不断地向前滚爬/一路哼唱” ⋯⋯
然而，即便甚嚣尘上，即便红尘滚滚，苏忠写道，“在酒色财气蒸腾的城市/我是一座行走的寺院” 
。的确，白衣飘飘的诗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洁度的高标，他们脚踏物欲的河流依然迎风吟唱，在红
尘都市中寻觅不休，修行不已。诗歌不同于小说，它是片断式、瞬间的呈现。虽然没有具体的人物、
事件可以附丽，但诗人的情怀与审美品格，仍在对汉语的自由调度中袒露而出，诗人自身的形象最终
也在诗行中清晰地浮现出来。苏忠的诗，是他对生活的感受和回忆，是他对自然与生命真诚的参悟，
一页页诗篇，连缀成一颗晶莹真切的诗心。读苏忠的诗，它诗意的指向，让人领略美好与安宁，犹如
徜徉在山谷，清新而洁净的风一次次净化和洗礼人们的心。令世心素雅，让身在浊世而心在佛国成为
可能。
2、空灵之境——序苏忠诗集《披风》   作者：程光炜几次在公开或私人场合见到诗人苏忠，我一直想
找一个感触他诗歌作品世界的方式，我想到最多的是“空灵”这两个字。后来与苏忠聊天，才发觉我
的感触不错。他生在福建连江一个信佛的家庭，在虔诚的奶奶身边长大。他虽然并未真正信佛，但是
在这种家庭氛围和生活情景里完成成长期的诗人，难免会浸染到这种氛围的某种心灵气质。苏忠的温
文尔雅，说话的不疾不徐，观你眼色的从容淡定和不易察觉的友善，都证实了我的预感。诗歌创作是
随人走的，就像汽车、房子因人的融入，而具有了主人的某种气味、节奏、爱好一样。诗歌写作好像
是一种现代职业，其实它更像中国传统的诗画书法，作者与作品的生死契阔、不离不舍，终究要化成
作者生命中的一个部分，诗与诗人的精神气质是血脉相连的。读苏忠的诗，首先感觉他在语言上有一
种洁癖，不愿多写，也不喜欢多余的字，总倾向把诗写短，句子简省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在《金刚经
》里，我们就读不到一句废话，处处玄妙，令人不安。《子民》是想用“一生的努力”，看清“光明
的身后”究竟有“多少黑暗”，但它只有50个字，10行诗。按照诗的内容，这应该是一个大题目，因
为我们穷尽一生，也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诗人却不愿意多说，多写。这是什么？我以为他故意在作
品周围留下了很多空白，觉得多说也无益，对于那些没有这种想法的读者来说；但对那些心领神会的
读者，却是一针见血了，是直接挑破了，那诗里面，原来有一个看不见的深渊。在语言态度上，苏忠
的诗多少有点像现代诗人卞之琳，也是一个不愿多写、不愿多说的人，凡事只是点到为止，从不愿意
多着笔墨，像名诗《断章》，就那么几句，即让中国读者猜想了几十年，多少人为它写过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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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风》

博士学位论文？比较起来，我相对喜欢《吹剑》，它有一种内敛的剑气，又不肯说出来。“剑”居然
还可以“吹”，真让人觉得神了，觉得苏忠这个人不简单。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这么写、这么思
，我说不出来。对好诗，评者其实不需要多说的，只需提到、点到就行了。镇定  风吹矮了远山吹剑
在雪中雪是剑的前生剑是死去的雪——《吹剑》它让我想到金庸的《天龙八部》，那是人、神与山川
大河的交汇，是一种不宜宣示的契约。它让我想起古代执剑游走四方的春秋战国的侠客。它同时也有
今人身上的影子。总之，这是一首希望总结数千年的诗篇。我说不出它的好处来，但我愿意读它，久
而久之，似乎自己身上也沾染了某种剑气，把我在世俗生活中沾染的许多坏东西一扫而光，我就立在
了雪与剑的世界里了。当然，我也感到苏忠在追求一种纯粹，一种极端，一种危险，在剑气、大雪、
诗里诗外，在这些诗的字里行间。苏忠是居于寺庙里写作的诗人。或者说，他是一个身在滚滚尘世，
心却留在荒山寺庙里的写作者。《拈花》里有这种气质。才坐下  就目送鸷鸟从这里起身赶往另一处
山巅白云之下  万壑之上这是普通人乘坐飞机，在万米之上飞翔的感觉。经常乘坐飞机赶往一个个城
市，从事社会活动的作者，一定在万米高空的瞬间，体会到了身在荒山寺庙的主持生命中的神秘的东
西。这是万米之上与荒山寺庙的两相相望，是生死契阔，是秘密的交流。自然，这是佛教的本义，内
心虔诚向佛，即使在滚滚尘世，也在佛中。而即使天天游逛寺庙，内心无佛，也与佛无缘。生命的辩
证法，宗教的辩证法，成为苏忠诗歌的基本结构，成为他观察大千世界的方法。“辑二”中的《凝视
》、《画壁》都是这些东西。禅宗，养育了数千年中国人的气质，又通过经书、诗歌、口口相传，深
入人心。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其中的境界和气息的。我想苏忠的诗歌，是教人安静的艺术作
品，是教人心灵有方向感而不至于迷失自己的神圣的语感。是心对你的触摸，是心心相悦的喜悦，假
如你真心读他的诗，与他一起在浩渺的天地之间游走、冥想和沉思的话。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个人
偏爱“辑十三”中的那些诗篇。它们宽豁，从容，大度，令人顿悟，又让人温暖。它们似乎想从宗教
的氛围中走出来，来到一个更能接近我们凡俗生活，在一种空灵境界中，又有一种能令我们充实幸运
的东西。例如《鸟的故事》、《请让道或借光》、《乌鸦飞》等等。人生不能狭窄，也正如空灵不能
无边无界，狭窄的人生与空灵的世界是一种相遇，也应该做到心心相悦，生死契阔，彼此温暖，生当
互助。否则，我们怎么能够果敢、勇毅地走完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面对种种坎坎坷坷，怎么把人生的
驿站当作万水千山？相忘于江湖显然是快乐的不要再说什么相濡以沫子非鱼却也须感知不必站在濠上
如同我不是你也不是鱼可你还是来了也看到了万物齐一不过说了了无牵挂——《子非鱼》我说我喜欢
这种诗歌，是因为我已经活到了软弱的年纪，虽不能说世事洞明，但也已经到了对世事能够体察原谅
的地步。苏忠的诗给了我这种满足，这是我想为新诗集说的最后一句话。（程光炜  著名诗歌评论家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思潮研究所所长）
3、《苏忠的诗歌密码》——苏小和&lt;苏忠的顿悟&gt;苏忠是那种身居闹市，却心迹幽静的诗人。别
人去了寺庙和道观，可能只是获取一张留影，但苏忠却渐渐学到了空灵，学到了顿悟。比如他的《山
春中》：茶杯空了山色涨了雨点也歇了口气野兔的影子随着鸟声一晃不见了尼姑的木鱼敲到最后一节
青草润湿了菩萨们的脸石阶更为光滑还打着哈欠的大黄狗急急送了我一程仅仅从诗意的指向上看，这
样的诗歌像极了唐朝的贾岛，尤其是那首著名的《题李凝幽居》。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
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两个诗人隔着一千多年，
在一片佛的寂静中，听到了更加寂静的生命的声音。生命的器皿空了又空，但江山依旧。有时候我们
不知道生命到底能够存在多久？或者我们追问，一座青山的生命真的比一个具体的灵魂活得更加长久
吗？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地奔走在路上，谁会像贾岛一样，在月下穿过荒原，又轻轻地叩响陌生的门，
只是为了听一听佛的声音；谁又会像苏忠一样，所有的心思竟然像一只兔子或者一只鸟儿，一晃就不
见了，我们的生命快得像山中的一声叹息，想抓住，却抓不住，比水更无形，比光滑的台阶更容易让
人们摔倒。越是寂静的岁月，越是能够听见生命渐渐消失的声音。一个敏感的诗人，当然无法忽略死
亡的意义。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顿悟”，与其说是看到了生的希望，不如说是看到了死的必
然。横死他乡的人棺材是不能进村落只能停尸在离家不远处这是一段通往学校的路陆陆续续停放过不
少进城打工的年轻人上学的孩子们走到这都一溜烟跑过。——《乡村路上》与年轻人有关的死亡的荒
诞，和更加年轻的求学的孩子，之间的张力被苏忠拉到极大化，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感叹，活着究竟是
为了什么？命运究竟是什么形状？某种意义上，与生命有关的寂静，与死亡有关的必然性，构成了苏
忠内心的主要风景。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苏忠可能是孤独的。甚至是绝望的。有时候他可能是朝前走
的，有时候他则是向后退的。活着是一道难题，没有人告诉我们，究竟是前进好，还是后退好。就是
在这样的彷徨之中，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终于老去。此情此景，有贾岛诗歌《寄远》作证：家住锦

Page 9



《披风》

水上，身征辽海边。十书九不到，一到忽经年。等待注定是痛苦的，而伴随等待的，只能是孤独。所
以苏忠写了《进退间》：枯叶盘旋在天底下在故乡的手背在北漂的路上我一个人踉跄一个人举杯
。&lt;苏忠的愤怒&gt;我想说说苏忠的愤怒。是的，愤怒。事情听上去有些困惑，一名寄情山水，双手
合十的诗人，怎么会与愤怒有关。读者想像中的苏忠，应该是菩萨低眉，应该是看见谁都露出一脸的
微笑，多少风吹雨打，都不会在他的心里留下痕迹。但事实是，苏忠愤怒了，就在他浅斟低唱的诗行
里，他终于克制不住内心的愤懑，转而开始对这个世界发言，对所有的卑鄙和邪恶发言。我要提到的
一首诗歌，是苏忠的《来生作业本》。谨让你开胸验肺吧，你的故乡这里河流忽黄忽黑这里粉煤沙尘
飞翔在铅重血管能吃和不能吃的有时与地沟油一样干净。这样的诗行，看上去有些自我解嘲，有些反
讽，当然更有压抑不住的悲伤。诗人的愤怒以另外一种形式登场。书生意气，词语苍白，我们的诗人
不会图穷匕首见，也不会醉卧沙场，他只在这个时代的角落里，一个人拣选自己热爱的词汇，让名字
和动词格斗，让形容词和副词竞争，当所有的词语终于在诗歌里找到它们应该有的位置，人们发现，
广场上依然站满了便衣，夜店里坐满了小姐，乡村小路上乞丐在行走，城市里被拆迁的人还在痛哭。
诗人掩卷，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五千年的文明有两行眼泪在流一行叫长江一行叫黄河宏大复宏大
的景象，却像一名悲伤的诗人，历史和现实，竟然以一种个体的形象出现在苏忠的诗歌里。你可以说
苏忠热爱宏大叙事，但你同样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一个人对国家、对历史的思考，竟然可以体现为一
个具体的人，有时候是一名感时伤怀的诗人，有时候或许更像一名失恋的、病态的、打算埋葬花朵的
小女子。我再次想起鲁迅先生的《秋夜》：“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
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
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
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问，诗人都是瘦弱的么？这似乎是一种思维定势，所谓面颊清秀，长袖
轻衫，中国诗人为什么都像修竹一样生活在角落里？我想说的是，与其我们认为鲁迅先生是在呈现一
种瘦的美学，还不如说，他是在叙说我们的疲惫，我们的无力。在无力中看见了美，在无力中看见了
梦想，同时也在无力中看见了无力。我们的世界从来就不是专门为诗人设计的，那些满口谎言的政治
家、那些锱铢必较的商人，还有那些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诗人究竟能做什么？
除了看见这满地的垃圾，满地的黑暗，也能看见满地的花朵，满地的孩子。诗人的使命就是看见，好
的诗人不仅能看到已然消失的历史，还能看见尚未展开的时光。他的文字，他的诗行，从来不打算写
在当下，他一直在努力将所有的梦想，所有的爱和所有的愤怒，密密麻麻地写在来生的作业本上
。&lt;苏忠的词语&gt;诗歌是词语的游戏。或者我们这样说，一个人如何才能真正走进灵魂，诗歌借助
神秘的词语游戏得以实现。如此，多年以来，我始终坚信，诗歌必须，也只能与语言有关。由于这种
词语意义上的独特性，真正的诗歌，可能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惟一一个必须具有先锋性的载体。先锋，
必须先锋，我们可以说，一种对古典艺术不间断的怀想，是一种先锋；一种对未知的诗意的呈现，也
是一种先锋。先锋才是词语走进诗歌的领地时，必须坚守的原则。诗歌与我们看得见的世界关系不大
，甚至与当下的劳苦愁烦关系不大。那些在脚底下刨营养的诗歌，事实上不是诗歌，只是一些转瞬即
逝的小情小爱；那些忽略了词语本身的质感，转而用一种姿态，或者一种口号来写作的诗人，注定不
是诗人，诗歌在他们的手里，要么是一种行为艺术，要么是被御用的工具。这种看上去有些决绝的诗
歌定义，既是我自己这些年诗歌写作的美学原则，更是我阅读他人诗歌的评价体系。如此看来，诗歌
写作将是一件多么艰难的工作。比如，一个诗人绝对不能用一种赶时髦的姿态来写作，诗人必须按照
自己和这个世界惟一的关系来使用语言。这样的陈述，听上去有些奇怪，诗歌是一个多么小众的圈子
啊，难道还有人追赶时髦么，或者说，难道还有人引领时髦么？答案是肯定的，熟悉诗歌圈子的人想
必知道，我们曾经有过小靳庄的全面口号写作，以为诗歌必须是放在田间地头的领袖颂词。曾经有过
在广场上振臂一呼的反抗写作，以为诗歌就是为了反抗为了愤怒而生。而对于一个热爱诗歌的诗人而
言，很有可能他的写作在出发之时，仅仅是为了一名姑娘而写作，诗歌成为女人和爱情的御用艺术，
后来，诗人终于发现，还有更加个性化的事物值得诗人去试探，女人和爱情，相比之下，就显得太优
美了。优美成为很多诗人的美学动机，最后也成为很多诗人一事无成的病因。那么，诗人究竟能写一
些什么呢？有人看见了自己，挖掘自己的身体，或者我们把身体刨开，把我们的每一个器官解剖掉，
越过这些黑暗的皮肤，越过那些复杂的细胞，或许我们能看到一个更大的主题：人性。那些张牙舞爪
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应该就是如此而来。可是我要提出问题，身体是我们的乌有之乡么，人性
是我们的终极之地么？没有人知道答案，也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答案，所有的诗人都心思纠结地站在十
字路口，不知道前进，也不知道后退，生命被卡在了一个由词语搭建而成的关口。我想说什么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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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忠的诗歌，事实上我想告诉你，苏忠，作为一个诗人，他其实与我们看得见的诗歌圈子无关。一
个“体制内”诗人的成长经历，在他的身上似乎找不到。他几乎不把诗歌当成求爱的工具，也不会用
诗歌来反抗主流意识形态，他不追赶身体写作，也没有在古典主义或者浪漫主义的美学途径里找位置
。有的时候我几乎认定他的诗歌是平地起高楼，上来就直接奔生命体验而去。现在看来，苏忠这种不
党不群的诗人姿态，最大的收获，是坚守住了自己的词语独特性。第一次读苏忠的诗歌，你甚至会觉
得有些晦涩，觉得他的词语选择有点剑走偏锋，词语和词语之间的间隙，完全没有常见的优美、婉约
，也没有为了搏出位故意制造出来的另类。苏忠的词语世界并不另类，可是却与众不同，他的诗歌看
上去仅仅像他走路的体态，或者像他呼吸时的声音，像他汗流浃背之后散发出来的一种叫做苏忠的气
息。一直到今天为止，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词语的神秘性。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散布着那么多不同的语
言，为什么人们的情感差别并不大，而词语的差别却千奇百怪，以至于人和人的交流因为词语构成了
障碍。诗人在这样的语言困境中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是的，我想起巴别塔之谜，想起了我们从
此天各一方，虽然我们身无一物，但上帝给我们每个人设计了一套惟一的词语密码，诗人，你的责任
是找到这套密码，并把它写在纸上。而在写作之前，你必须确认，你将要写出的诗歌，不是那些随波
逐流的叹息，而是完全属于你一个人的大好生命，以及这样的生命正在流淌着的天籁之音。(苏小和  
独立书评人，专栏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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