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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举行期间，诗刊社以“寻找艺术的真谛”、“诗与文化”等为题举行了一系

列相关的诗歌座谈活动，大家在研讨时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新诗创作从作品到诗人队伍正在悄然发

生着变化，并且体现出一些新质。 

说到新质体现在哪些方面，一些论者认为，上世纪８０年代，“朦胧诗”在新诗界独树一帜，之后又出现

所谓的“第三代诗歌”和“口语化”写作。近几年来，尤其是在一些青年诗人那里，都试图走出上述诗歌

写作的影子。经过对传统经验的重新整合，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他们的创作不是直抒胸怀，也不是追求

单纯的象征意象，更不是纯口语式的，呈现出的似是一种混和语调。他们追求诗美，不规避崇高和悲剧

感；他们也有苦恼，但一般不是大悲大难，只是一种淡淡的忧伤；他们也有对社会的关注和对现实忧患，

但并不显沉重，表现出的是平静的思考；加之平白从容的叙述，既不显晦涩又不过分随意，读来多有一种

亲切感。 

在肯定近年来新诗创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人们也谈到了一些应引起注意的问题。如有的论者提出了当下诗

歌创作的存在着“三多”和“三少”，即少沉郁多轻软、少悲悯多欢娱和少继承多借鉴。而当下我们的社

会正处于激烈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冲突并不少见，但在不少青年诗人的作品中，总是少了“哀民生之

多艰”，没有尖锐而沉重地触及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性事件。这可能是诗人有意识地回避了。诗本应是社会

最敏感的声音，不能割裂与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的血肉联系。 

大解、王夫刚、江一郎、牛庆国、李小洛等诗人也谈了他们的看法。诗人们认为，诗歌对于社会的介入从

未像今天这样深，不仅是全方位介入，而且介入也十分到位。社会上存在的几乎都被诗人涉及到了。但即

便如此，普遍认同感却下降，也许是在相互理解上发生了偏离。大家也在力求反映时代的心理，只是表现

形式多为个人的感受。对于“自由”、“命运”、“悲悯”这样的主题，每个人所写的素材不一样，只能

是从身边细微的人和事出发，把自己的内心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记录下来。书写个人经验和个人的生命状

态，不求物理真实，惟求心灵真实，可能更易于情感的表达和人们的接受。因为诗歌是人和人对话，而不

是和神对话，不是虚无缥缈的。历史上李白的诗也可能就是写的个人感受，也可能就是写给几个人的，正

是因为写得好，才会长久地流传开来。现实可能是模糊的、不稳定的，是介于历史和未来夹缝中的流变。

如果近距离地书写现实，反而会给人产生一种陌生感。重要的是，诗人应该在追寻诗歌本质的同时，找到

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并让读者从自己作品中悟出某种真理性的东西，从而完成对写作过程的穿越。 

吉狄马加认为，现在的诗坛确实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不同年龄段的诗人都在积极创作，也出现了不少好作

品。但人们内心中还是对诗歌创作有更高的要求。在商业化时代，人类精神生活的缺失，在全世界都是普

遍存在的一个问题。２０世纪人类经历了不少苦难，如今进入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发生着急剧变化。但

科技发展带来的东西，有时却不一定和人们的期待成正比。这就使得人们在思索：当今时代，诗人究竟应

该起什么样的作用，诗歌应该凸现一种什么精神。诗歌历来是表达形而上精神追求的载体，不仅是诗人个

体生命的体现，更要反映人类的普遍价值。就当下中国新诗创作而言，真正让人感动的作品还不多。如何

写出像惠特曼那样，写出既是时代的，又是民族的且具有诗史品格的大气之作，对青年诗人还是个不小的

考验。 

新世纪诗歌创作在沉静中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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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论者谈到，现在有的诗读起来很好，但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就要求诗人们在创作中还要在语

言上下更大的功夫。评论家陈仲义说，诗歌其实是对精神和语言的历险。诗如同美，无法解释。其核心或

本质无法全部占有，只有在某一部分、某一层面逐渐逼近。诗人应该选择好自己的突破点，在打动、撼

动、触动或惊动读者上多下功夫。《扬子江》诗刊主编子川也谈到了自己编刊时的一些感受，认为一些诗

写得不理想，主要是在细节做得不到位。 

评论家施战军认为，新诗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注重对既往诗歌传统的继承。他说，有的诗人创作时总是

自称要从我开始，对传统表现出一种抛弃到底的姿态，这是非常不明智的。诗人创作永远不会是从我开始

的，传统的积累不会被彻底删除掉。我读了许多诗人写自然意象，发现都顶不过陈敬容的名句：“当一只

青蛙在草丛间跳跃，／我们仿佛看见大地睒着眼睛。”要有一种历史贯穿意识，否则让诗歌有一个整体上

的进步是非常难的。如果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就很难知道你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诗人要做的是找到一个与

历史上诗歌的互参系统以及和其他文体的互参系统，如小说、散文里的诗化倾向等。在今天，审美经验和

生活经验是互融的。如果看到这一点，诗人的感情世界就会更加丰富。而一旦将这个互参系统抛弃掉，诗

歌依然会是一个小气的存在，所谓的自由、飞翔等都无从谈起。 

“春天送你一首诗”的主要策划者林莽对记者说，活动期间举办的这些研讨活动对我们研读当下诗歌创作

状况启发很大，也表征着“春天送你一首诗”在普及的基础上注重提高。现在的青年诗人创作起点都高，

大家不甘于因循，都想有所突破，包括突破以往艺术规范和突破自己。他们的创作有时带有实验性，创作

的艺术水准也不断提升。常常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默想，一出手即达到一定高度。诗人所要做的，应该

是脚踏实地的探索。至于诗歌今后会怎么样发展，谁也不好预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应该是一直向

前走的，即使出现和以前创作相似的情况，那也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原载：《文艺报》2006年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