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章  诗歌创作 
 

一、“归来者”的诗 
在 70 年代末期重新活跃起来的诗坛上，一批于 50 年代被迫中断诗歌写作的老诗人， 

显示出了旺盛的创作力。这些诗人包括艾青、公刘、昌耀、邵燕祥等在 50 年代的反右运动

中被打倒的诗人，包括 1955 年“胡风集团”事件中的罹难者，如牛汉、曾卓、绿原等，也

包括那些不被当代文学“规范”认可而陆续在 50 年代从诗界消失的诗人，如郑敏、辛笛等。

他们在时隔 20 多年之后重新获得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他们的一些作品如艾青的诗集

《归来的歌》，流沙河的诗《归来》等，也写到了“归来”这一主题。评论界将这些诗称为

“归来者”的诗。他们普遍地将遭受的磨难、挫折投射在诗歌写作中，并试图重新接续、发

展曾被阻断的美学理想和诗歌方式。这些诗呈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如个人心理情绪的“自白”

性质，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倾向，对于社会人生理想的坚持和直接抒写感情的

诗歌表达方式。但在不同的诗人那里，由于不同的艺术个性、关注重点，诗歌创作状况又不

尽相同。 
艾青（1910—  ）80 年代出版的诗集有《归来的歌》、《彩色的诗》、《雪莲》等。与 50

年代前期的诗作相比，在个人体验和情感表达的外部障碍方面有所突破，艺术方法的选择也

更为开阔。《鱼化石》、《失去的岁月》、《盆景》等表现了一种饱经忧患而洞察世情人生的姿

态，情感的表达为哲思所充实，语言、句式也趋于简洁凝练，这与当时“归来者”诗歌中普

遍存在的“自白”性质不尽相同。《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长诗，则延续了艾

青 30-40 年代提出的写作“大诗”的宏愿，试图从纵深的历史时间和开阔的空间范围上，来

把握民族乃至人类的历史过程。艾青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坚持他一贯主张的“写作自由”

的独立的诗歌精神。这种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实现，但受到诗人的创造力、精神强度、对

生命和语言的敏感等更严峻的问题的挑战，在 80 年代中期以后，创作活力明显减弱。牛汉、

郑敏、昌耀等诗人则在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仍保持创作活力，并在艺术上有新的拓展。

牛汉（1923—  ）的诗歌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鹰的诞生》、《半棵树》等带有传统

咏物诗表现方式的作品，作者所体验到的人生的创伤和痛苦，在创伤的“大自然”中寻找到

了构形和表达的形式。另一些作品如《悼念一棵枫树》等，则更注重悲剧性情绪的表达。郑

敏（1920—  ）1979 年重新开始诗歌创作，但直到 80 年代中期以后，写作方式才发生重要

变化。她在组诗《诗人与死》、《心象》，短诗《晓荷》、《每当我走过这条小径》等中，表现

了对人的意识的幽深处的兴趣，由细致的感觉传达出平静的抒情格调和一种冥想的哲理氛

围。“黑夜”、“深夜”等是诗的重要意象，而“死亡”更成为她最关心的题材。昌耀（1934
—  ）的诗以青海为题材，讲述这块带有原始野性的荒漠，以及这个土地上生活的民族的奇

异感受。主要作品有长诗《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以及收

集在《昌耀抒情诗集》中的一些诗。他的诗歌意象的构成，一方面是高原的历史传说和神话，

另方面是高原民族的世俗生活事件和细节，并形成了融合的状态。在“归来者”的诗中，公

刘在《为灵魂辩护》、《哦，大森林》等中表现的社会批判主题和“大哭大笑”的宣泄方式，

邵燕祥在长篇组诗《五十弦》中对情感体验中细致幽微面的把握，在《愤怒的蟋蟀》等中表

现现实问题的激愤和炽热，以及蔡其矫、流沙河、曾卓、黄永玉等的诗篇，都显示了这个诗

人群体的创作实绩。 
二、 “朦胧诗”运动 
70 年代末开始，北岛、舒婷、杨炼、顾城等在文革中就开始写诗的青年诗人，都开始 

在芒克、北岛创办于 1978 年的《今天》杂志上发表诗作，并表现了某些共同的诗歌追求。

他们后来也被一些人称为“今天诗群”，《今天》的创刊也被看作是“朦胧诗”运动的重要标

志。从 1979 年开始，他们的作品影响逐渐扩大，并由“非正式”流传逐渐被正式刊物接纳。



他们的诗对于当代诗歌规范表现出了较多的“叛逆”特征，当时这些作品还难以为诗界接受。

在 80 年代初期，围绕这些作品的评价，评论界有过激烈的讨论。1980 年 8 月，《诗刊》刊

载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对诗在阅读上的朦胧、晦涩、难懂提出批评。这些青年

诗人的创作，也因此获得了“朦胧诗”的共名。尽管这些诗和支持诗的批评家曾受到严厉的

指责，但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已确立了“朦胧诗”在中国当代诗歌转折期的地位。在推动当代

诗歌打破自我封闭，与西方现代诗歌、中国现代诗歌等建立联系和对话的关系；把诗的写作

放置在对个人的生存价值的肯定的基础上；革新当代诗歌语言等方面，“朦胧诗”开辟一种

“新”的诗歌样式，并对后来的诗歌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诗的形成和逐渐被诗界接

受的过程，被称为“朦胧诗”运动。 
三、“朦胧诗”主要诗人 
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五人，在 80 年代初期经常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 

作家。梁小斌、王小妮等，这一时间也被归入“朦胧诗人”的行列。北岛（1949—  ）70
年代初开始写诗，曾是《今天》的主要创办人。他经常被看作是“朦胧诗”的最主要代表，

但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位诗人。北岛写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诗，最突出地表达的是一种怀疑和

否定的精神，代表性作品如《回答》、《红帆船》、《走向冬天》等。“觉醒者”内心的冲突和

理想精神，常常通过价值取向对立的象征性意象的并置所产生的对比、撞击，构成一种“悖

论性情境”。80 年代初的一段时间，北岛曾中断写作。此后的作品仍坚持了批判、否定的锋

芒，但社会政治指向趋于模糊。在意象、结构上变得复杂，情感的表达更加内敛。舒婷（1952
—  ）“文革”时期的写作曾得到老诗人蔡其矫的指导。70 年代末成为《今天》的撰稿者。

她是最先得到诗界认可的“朦胧诗人”，主要诗集有《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等。她

的诗侧重于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方式来表达个人内心的情感。温情细腻的情感心理的拟写，清

新直白的“倾诉”风格，使她在文革后一段时间拥有大量的读者。在语言上偏爱修饰性语词，

常以假设、让步等句式来传达曲折的情感和内心冲突。《致橡树》、《惠安女子》等表现对个

体（尤其是女性）的人生价值的独立性的追求。《土地情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

则试图表达某种社会性问题的“哲理”。顾城 80 年代的一些代表性诗篇，则常以孩童的感知

方式，在诗中建立一个与城市、与世俗社会对立的“彼岸”世界，被称为“童话诗人”。杨

炼、江河在 70 年代末期，试图以长诗、组诗的自由体形式，构造一种体现民族历史的“史

诗”意识。80 年代中期以后，他们的创作转向对汉民族审美特征的探寻。杨炼的长诗《礼

魂》（由《半坡》、《敦煌》、《诺日朗》等组成）、《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等，对这种诗

歌观念进行了深入的实践，并对稍后的一些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四、新诗潮的“新生代” 
由“朦胧诗”开启的当代诗歌革新运动常常被称为“新诗潮”。 从 1984 年起，另一 

种新的诗歌现象受到关注，并形成一定规模，成为一种取代“朦胧诗”的诗歌潮流。出现这

种现象的原因：1、“朦胧诗”诗群散失，更多的“朦胧诗”的写作表现为模仿而不是创新；

2、一批更年轻的诗人开始在诗中表达了反叛、对抗“朦胧诗”的姿态，并创造了新的诗歌

内容和方式。这些诗人将自己称为“新生代”或“第三代人”，他们的诗作被称为“第三代

诗”、“后朦胧诗”、“后新潮”、“当代实验诗”等。代表性的诗人有海子、骆一禾、西川、翟

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陈东东、韩东、肖开愚、张枣、臧棣等。这些诗人大多出

生于 60 年代，对于当代历史有着并不相同的记忆。他们一般摆脱了“朦胧诗人”的社会批

判意识和带有道德主义色彩的历史责任感，而更多地强调诗歌的“本体”意识。在具体的表

现形态上，“新生代”的诗歌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分化状态，诗歌观念也互有差异。到目前为

止，如何评价这种诗歌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生代”的写作和活动往往带有“地下”

色彩，常常通过结社的方式印行非正式刊物。比较著名的诗歌团体有南京的“他们文学社”、

四川的“非非主义”等。1986 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群体



大展”，列出了 100 多个“诗人”和 60 多个“诗派”。这次诗展被看作是“新生代”诗歌的

集中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