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在全省各级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党员干部职工参加的传统诗词曲赋和现代诗歌比赛中，我市诗词学会的王健儿、朱礼
卓荣获传统诗词类二等奖，颜晓林荣获传统诗词类三等奖。 据悉，本次比赛共收到参赛作品 2040 首（组），其中传统诗词类
1364首，现代诗676首，经过筛选评出入围作品共200首，其中传统诗词类一等奖12首，二等奖36首，三等奖72首。

作为诗词学会的一员，她们活跃在各个岗位，过着相对规律的生活，但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之中，她们将生活提炼出了诗
意。在她们的眼里，如今正是一个诗歌写作的好时代，而她们就在这样一个“好时代”里，激情迈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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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活写诗 用诗歌生活
我市三位女诗人的诗意人生

诗要有感而发 更要匍匐大地的真实

颜晓林

今年47

岁 的 颜 晓

林 ，在市三

院上班已有

26年。对她

而言，写诗

更像是一种

自我抒发，一种生活的延伸，在医院与家

庭生活的间隙，她不停地书写，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都是她创作的灵感。

从学生时代开始，颜晓林有了看书

和写自由诗的习惯，并一直坚持到高

中。看似简单的习惯，都为她后来的创

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光想一想跟用

笔写出来，完全是两码事。写多了之

后，我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明显提升了不

少。”颜晓林说。

2020 年，为了进一步拉近与诗歌

的距离，颜晓林加入了市诗词学会。刚

进入诗词学会，颜晓林什么都不懂，平

仄、押韵、对仗等更是一窍不通。但是，

这可难不倒好学的她。平时内向的颜

晓林，在空余时间一头扎进了诗词的海

洋里，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还

经常请教诗词学会的胡松植老师。不

管创作得好或坏，她都将自己的每一首

诗词收集起来。这些作品有的记录了

游玩的过程，有的记录了生活的感悟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生活变得时

时有灵感，处处有诗意。

在一首题为《庭桂》的诗中，颜晓林

写道：“独恋枝头别样香，盈盈为我着新

妆。秋行到此深深处，又入花间又倚

窗。”读颜晓林的诗，有时不需要费脑，

一般人都懂，只看便是。但她的诗却不

是白开水，往往内蕴深邃，细节之处会

扣动你的心弦，或感同身受，厚重与悲

悯兼有，温度和质感同在。

对颜晓林而言，写诗最重要的意义

在于抒发心中的感情。她自称“写诗新

手”。她说：“现实中的我很低调很朴

素，不擅长社交，用现在网络流行词形

容就是一个‘i 人’，写诗是通往浪漫的

途径，弥补了现实世界的空缺，可以心

平气和地接受日子的俗常。”

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她在固定的

时间做着一样的工作。但当她坐到那

张普通的书桌前开始写作时，她的思绪

飘得很远，去往世界的各个角落。她不

再受困于此，她思考生活，书写自己的

生活和感情。

融媒记者 吕晓婷 王佳涵

“繁花深

处有人家，黛

瓦苔墙绿自

赊。隔叶莺

儿 何 所 望 ，

乡愁争入一

杯茶。”在今

年 48 岁的王健儿创作的诗里，有些许

《红楼梦》里“慕雅女”的影子。17 年

来，王健儿创作了上千首诗，不少作品

不仅被采用还获了奖，这也更加激发

了她的创作热情。

结合自己的诗意生活，王健儿回忆

起自己的过往经历。一直以来，她都是

一个好学的人，她年轻时喜欢文学，业

余时间一直坚持散文和小说创作。在

王健儿看来，写诗最重要的是“我手写

我心”“意新为上”“情动而辞发”，即事

咏物，从小处入手，以点带面，避免贪大

求全，面面俱到。她表示：“我认为留有

余地，让别人有想象的空间，能引起别

人共鸣的诗才算好诗。”

王健儿写的诗大多是有感而发，

有 赏 秋 感 悟 ，有 传 承 孝 道 和 口 口 相

传 的 民 俗 风 情 等 ，这 其 中 也 有 很 多

歌颂祖国歌颂党的作品。将自己的

切 身 感 受 写 成 对 仗 整 齐 的 诗 句 ，再

将 诗 句 认 认 真 真 地 写 在 本 子 上 ，这

对王健儿来说是最开心的事。王健

儿说，创作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诗词中体现的作者感悟，是中华诗词

最具独特美感的地方。中国古典诗

词凝聚着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

志趣、气度、神韵，写诗词不仅是一种

文化的传承，更让她感受到了深深的

民族自豪感。

多年的创作生活，让王健儿对诗歌

的热爱近乎痴迷。有时候，她白天已经

写好了初稿，可是半夜醒来，忽然觉得

还有更合适的用词，就立刻起床，直至

修改到自己满意才睡觉。从最初不识

用韵，到逐渐提高创作水平，同时，王健

儿还结识了本地诗社的许多诗友。后

来经人介绍，她加入了市诗词学会，现

在还成了诗词学会副会长。

谈及这些年创作的感受，王健儿

认为诗词受众群相对较小，但是目前

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诗词学会，

感受古典诗词的美。“永康创作环境还

是很好的，这点从永康诗人屡屡获奖

就能佐证。我们诗词学会举办诗词培

训、沙龙及采风创作体验让我感受到

浓厚的诗词创作氛围，希望喜欢诗词

的人加入我们队伍，一起感受传统文

化与现代思想的神奇碰撞，从而获得

诗意人生。”王健儿说。

情动而发 创作千余首诗讴歌生活

王健儿

“ 竹 影

蕉 阴 盘 晓

舍 ，蝉 鸣 鸟

语 恋 新 塘 。

双枫遥望摩

崖 秀 ，众 客

欢 尝 玉 食

芳。智慧安居传暖霭，石牛高咏沐青

阳。更兼百亩斑斓梦，红纸铺来万垄

昌。”去年，朱礼卓来到唐先镇秀岩村，

有感而发写下这首七律诗《秀岩吟》。

因为热爱写诗，出生于 1969 年的朱礼

卓常用诗词去记录自己的感受。2016

年以来，她创作了 200 多首风格迥异

的古体诗，在不经意间，成为一位名副

其实的诗词爱好者。

秀岩村自然与人文的完美和谐，是

朱礼卓写下《秀岩吟》的灵感来源。“充

满自然和人文诗意的民宿、农家乐、女

红工坊，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百亩斑

斓稻田、红色故事、红纸铺开的致富路，

以及一群为秀岩发展无私奉献的人，激

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朱礼卓说。

在朱礼卓看来，永康山清水秀，风

光优美，都可以写进诗作里。尤其是

乡 村 的 美 丽 景 致 ，更 是 让 她 流 连 忘

返。“奇峰竞秀云霞举，潜水潺潺道古

今。烟气栖霞虹影倚，金川千载唱新

音。”在古山镇坑里村，朱礼卓留下了

这样的诗篇。

“喜欢上写诗可以说是一种缘分

吧！”2016 年，朱礼卓在仙居游玩时，偶

然萌生出写诗的念头。当天，她便以

仙居自然风光为背景，写出了第一首

词《沁园春·神仙居》，并得到了市诗词

学会原秘书长王珍的指导。“特别感谢

学会里的老前辈给我很多创作上的指

点，写诗不仅要符合格律，更要有意

境。写诗要有三心：诗心、美心、用心，

要有自己个性化的语言。”在前辈们的

指点下，写诗成了朱礼卓的一大爱好，

一发不可收。

在教育系统工作的朱礼卓还乐于

将写诗技巧分享给她的学生。“在学校

时，我常开设诗词课，教学生如何写古

体诗，很多学生对写古体诗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朱礼卓自豪地说，目前，已有

2 名学生入选浙江诗词与楹联学会青

少年会员，1 名学生在浙江省青春诗会

上获优秀奖，《金华诗联微刊》也曾刊出

学生古体诗作品集。

生活中，朱礼卓不仅爱写诗，更擅

长写散文。今年 2 月，朱礼卓创作的散

文集《在桃花源看太阳》出版发行。“文

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

学创作要符合时代主旋律，要反映社

会生活。在我看来，生活中的一景一

物，都是练笔良机。今后，我要勇于打

破常规，尝试新写法，不断超越自己。”

朱礼卓说。

生活中的一景一物 都是练笔良机

朱礼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