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站首页 ·《文学遗产通讯》 ·博士后园地 ·学界要闻 ·学术会议 ·学人访谈 ·学者风采 ·学术团体 ·学术期刊 ·学术争鸣

·文学所简介 ·虚拟文学博物馆 ·研究生教育 ·汉学园地 ·当代文坛 ·书目文献 ·诗文鉴赏 ·论著评介 ·专题研究 ·古籍整理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当代文坛 

中国新诗:“走向世界”与“返归故乡”

【作者】邢海珍

  近30年时间，中国的大门敞开了，诗人的眼睛看见了更多外来的东西, 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大量涌

入，使中国新诗在一次深呼吸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运动启动了中国新诗

的一个新的历史里程，它赋予诗歌自身以一种解放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诗的发展呈现出鲜

明的“外向”特征，诗人们渴望从陌生的人群、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思维角度吸纳诗的营养，进而达

到让诗歌强筋壮骨的目的。虽然，新诗的“拿来”之举在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但

对传统诗歌话语的过分疏离，造成了读者产生共鸣的巨大障碍，这种负面效应也该引起注意。  

  当我们走过一段路程,特别当我们有些空茫和失落的时候，我们常常怀念故乡。尽管我们大多数人

很难再回到故乡定居，尽管故乡未必多么遂你心愿，或者有许多难言之隐或者在那里你受到很重的伤

害，但心中永远的圣地却是抹不掉的。也许这就是生命的情结，是我们血脉中永远也割不断的东西。

当我们面向世界吸纳外来优秀文化的时候，我们从事着新诗写作，其本质上必然是一种“返归故乡”

的选择，这几乎是命定的,大约别无他路。  

  中国新诗之所以称之为“中国新诗”，中国化的问题是我们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不能忽略的。诗人

不可能是传统的奴隶，他们必然要找到一种突破传统的方式。但诗人不是为了突破传统而突破传统，

引进外来的文化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机制，进而形成新的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新诗潮发起之

时,文学理论家孙绍振先生在他引起极大轰动的论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谈到诗歌革新与传统关

系时曾有过这样的担忧：“目前年轻的革新者们自然面临着旧的艺术习惯的顽强惰性，但是如果他们

漠视了传统和习惯的积极因素，他们有一天会受到辩证法的惩罚。”看当今诗坛新诗创作较为西化、

洋化的趋向，这种担忧就是一种深远的洞见。从诗歌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中国新诗不可能完全抛开

“传统和习惯”而在“世界”的其他某一地方找到真正的归宿。当我们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的时

候，对“传统和习惯的积极因素的漠视”就应当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这是中国新诗在文体建设上应

引起重视的问题。  

  “走向世界”与“返归故乡”是中国新诗良性发展的两极，二者缺一不可，是一种互补的态势。

当今这样开放性的时代，诗歌艺术本身也不可能完全封闭起来，吸收外来的营养，借鉴其他民族、语

种优秀诗人诗作的创作经验是不应受到指责的。在艺术表现方式的选择上，即使有些失度，也是可以

理解的,诗人有坚持个性的自由。多年来对于一些出格的东西看不惯,动不动就采取压制的做法肯定于

新诗的发展无益,艺术之花只能在宽容的风中开放。我们必须冷静下来,让中国新诗在和谐的文化常态

中获得最好的生长机缘。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故乡”的向度对于新诗发展同样重要,中国的土地、众

多的读者、悠久的汉语文化传统以及关于诗歌的接受习惯等因素，是需要我们眷顾的，这样的中国新

诗才能更有底气更有生机。  

  我在这里所说的“故乡”的向度，也是一种极为宽泛的精神空间，“故乡” 的内涵并不是某些确

指的事物,并非方言土语。不是“乡土化”的表现方法，也不是“乡愁”的情绪渲染。如果只狭隘地去

理解“故乡”向度，也就很难整合诗人的思维方式，对于诗的发展也就没有意义。中国新诗的“返归

故乡” 是生命本身与悠久精神文化的紧密联系，是诗人与生活、与土地的无隔阂贴近，是诗人从心灵

出发最真切的体验和感受，是以灵魂的方式使母语精致化表达的结果，是以开放的心态在自己的文化

传统中找到坚实的立足点,是对美质、灵性诗化目标的不息追求，是以宽容的艺术心态、宽松的文学环

境达成的中国新诗自由自在发展的多元化局面。  

  无论在任何时代，诗都是个人和个体行为，诗总是要写独特感受，总是要张扬个性的，它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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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发展的路途中变成大一统的整齐划一的活动。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诗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人”

的问题，而“返归故乡”的意义主要在于让中国新诗回到具体的、真实的“人”本身，回到人情、人

性、人道、人格中来，回到天性和纯真、回到大善和至美中来。不要去硬学别人的样子，不要只把翻

译的东西当成标本，参照比较之后走回来，回到内心，回到感悟和体验中来，让我们的生命获得一种

美好的境界。还是要强化一下抒情和感动，让我们的灵魂多一些生机和活力。离开了抒情，离开了让

人感动的东西，我们走在路上的中国新诗还有什么引人入胜的魅力呢？平淡冷漠的姿态，有谁还会买

账？我们写诗的人要清楚什么是本质，哪些是时尚，要回归到本质中来，而不要只跟着时尚跑。  

  中国新诗的存在已成为一种事实，我们为其苦乐为其奋斗的诗人们应当保持进取的自信,对于读者

的质疑和责难要保持清醒，既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也不要沮丧灰心，在人生和世界上，争取以新的诗

体来为自己、为他人营造出更真诚、更优雅、更浪漫的心境和情怀。我们也是生活中的平常人，但为

了诗我们常怀一颗不平常的心；世界天地开阔，我们想往远方，但我们的根在故乡。我们应当为建立

新的诗歌传统而尽力，以个体的个人的艺术感受来加入中国新诗的大合唱，来促进新诗“中国化”的

进程。  

  外来的文化影响曾经是中国新诗初创时期的重要启动力量，新诗的先驱者们在世界文化的宏大语

境中找到了新的诗歌表达方式。这种努力无疑为中国传统诗歌的发展增加了新质，很快使这种新诗成

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稳定的种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的“故乡”向度不排斥外来的东西，但我

们不能造成一种迷雾，中国的诗歌传统好像已经过时，我们不必把“世界”与“故乡”绝然对立起

来。其实，中国新诗虽然是在对古典的旧诗“瓦解”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文学形体，但新诗没有离

开母语,仍是汉语文学的范畴，你就不可能脱开发展中传统的作用。即使与中国的古典诗词完全划清界

限“老死不相往来”，也无法断了传统血脉的影响。中国古代诗歌与中国新诗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是

一脉相承的，人文精神、艺术表现都应以史为鉴，新与旧的艺术元素相因相生、相反相成，我们要在

发展的格局中找到共同点。  

  最近，诗歌理论家谢冕先生在《中国的诗歌梦想》一文中表达了“作为一个新诗的爱好者的永远

的苦痛”，他这样说:“站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站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一代又一代创造新诗的人，内心

都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勇往直前，凡是阻碍那前进的,统统予以推倒。一方面是频频回首,想念那昔

日辉煌，心中怀着无限的眷恋,总是一种若有所失的样子。这就是新诗建设者们内心深处在传统与革新

问题上的深刻矛盾。”面对新诗发展的诸多问题,道路还是漫长的,作为曾为新诗发展有过卓越贡献的

先驱者，谢冕先生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面对中国新诗的现实矛盾，要从容应对，要从矛盾和

“苦痛”中走出来，既然我们不再无谓地怀疑中国新诗的合理性，还是抬起头来，去看那些优秀的新

诗成果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怎样的光彩。  

  作为中国诗人，我们应当记住中国新诗一路走来所创造的成就，我们必须在不满足已有成果而不

断探索创造的路上大力弘扬为新诗发展作出过大贡献的诗人和诗作。我们要记住百年之初，胡适、郭

沫若等人的开拓精神，是他们的历史眼光使中国新诗在极短的时间里成为文学空间中卓然而立的景

观。我们要记住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艾青等一大批为中国新诗经典化路程奋斗的诗人们,他们的

创造使中国新诗底气十足。我们要记住郭小川、贺敬之、王书怀等人在特殊的年代里为中国新诗的发

展续接了不绝的香火。我们要记住朦胧诗、新诗潮，记住难忘的80年代、90年代，我们要记住在新诗

前行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在多元发展的时代，我们诗人们的心态尤其重要，坦然、善良、诚朴、宽容,不要过于自以为是，

不要过于自我感觉良好,从新诗发展的大原则出发,正视新诗的同时也正视我们自己，不断地在诗意境

界中净化灵魂、升华人格。中国新诗是一个极为开阔、具有更大包容可能的艺术范畴，是土是洋可以

不论，传统现代可以不论,什么样的表现手法可以不论，什么样的流派可以不论，在艺术追求中可以各

自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其实想来也简单，只要写得好或好一些,只要是来自心灵的诗意感受，只要打动

了读者或能真正感动了诗人自己，就可以视为好诗。况为诗之道，向来路出多门，可以政治进取,可以

社会批评，可以坚守责任使命，可以浪漫闲适，可以描述生活之美的快意，可以表现生命幽境的隐衷

等等。诗是个大空间，多种追求，多元发展，写诗的人自然写去，不求大富大贵，新诗的境况可以不

去忧虑。  

  在中国，新诗的希望在于一大群热衷于写诗的人，许多人以诗为命，以诗为业，把诗当成终其一

生的追求，这是新诗不绝而且不断向前发展的保证。诗歌主要是写诗者的追求,这是第一性的；而感动

了别人，发挥了更大的社会效用则是第二性的。关键在于把第一性的事做好，才能求得第二性的好效

果。当今的中国新诗，有一大批人热衷于创造，就是一种良好的社会效应。只要有这样一批人，执著

前行，努力奋进，这是中国新诗向前发展的有力保证。 

【原载】 《文艺报》2008-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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