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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写作的新收获
□王必胜

萧根胜是铁道战线的老兵，当年在青海修铁
路，他的第一本长篇纪实文学《青海长云》记录的
就是那段历史。新作《国瓷之光——李国桢传》比
《青海长云》更厚重，如果说《青海长云》还比较粗
朴，那么，《国瓷之光》则更为精细。为了写好这
本书，他一再仔细地打磨，如同打磨瓷器一样。

这本书的选材首先跟萧根胜对家乡郏县先
贤前辈李国桢的情感有关系。他是怀着尊重的、
尊敬的，甚至是崇拜的情感，把李国桢当作自己
人生的楷模来塑造、刻画的，因此他投入了巨大
的精力，历时8年，采访了200多人。这确实是令
人吃惊的数字，这种创作态度首先值得我们赞扬
和嘉许。

这部作品的题材非常重要。瓷器是中国的名
片、中国的代表，中国瓷曾经是我们国家引以为
豪的文化名片，也是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但是
到了现代以后，我们许多传统的瓷器工艺失传
了，新的工艺没有创造出来，全世界最先进的瓷
器制造不在中国，卖得最昂贵的瓷器几乎都是欧
洲、美国、日本生产的。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因
此，特别需要像李国桢这样的科技大家投入一生
的精力去钻研瓷器，恢复光大我们传统的五大名
窑、六大瓷系。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优秀的瓷器
传统工艺，需要他们不断弘扬，同时要结合新的
时代需要进行传承、改造和创新，在这方面李国
桢居功至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国现代陶
瓷工艺代表性的专家、工程师、科学家，因此，《国
瓷之光——李国桢传》看起来是写一个人物，但
却有着很鲜明的现实意义，对于体现中国力量、
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都是有意义的。李国桢这个
人物之所以感人至深，正在于他一生毕一事，而
且不计报酬、不计名利得失。他在轻工业部就是
一名聘用人员，因此去世时连个承办丧事的单位
都没有。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李国桢的贡献
巨大，他恢复了数十种已经失传的名贵色釉，并
试制成功了一些质量较高的精细瓷器和出口瓷
器，从“建国瓷”一直到“南青”“北青”，到定窑白瓷、磁州窑白瓷、汝
州窑青瓷、建窑白兔毫黑釉盏、景德镇青瓷等等，研究恢复了许多传
统名瓷并成批生产，其贡献很少有人能够企及或超越。尤其是在陶
瓷界，李国桢更是被称为“窑神”，李国桢一辈子孜孜以求，执著于这
项工作，可以说，他一生的价值就全部体现在这上面。

这部作品人物刻画性格鲜明。李国桢一辈子就做好一件事，把
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陶瓷研究，没有什么特殊的喜好，只是偶尔喝
点茶、抽个烟。他的妻子温寿仙虽然笔墨不是很多，却相当传神。李
国桢是西北联合大学的毕业生，但却娶了一个小脚的农村妇女，并
且终生不舍不弃，钟爱如初。李国桢大学毕业在上海扎下根后，妻
子一路颠簸带着儿女到上海，结果却左等右等不见丈夫。过了很
久，李国桢才匆匆赶来，这个过程描写得非常细腻，对这位乡下小
脚女人微妙隐蔽心理的刻画很到位。后来，李国桢因为工作原因经
常出差，偶尔才能够回家，当他写信告诉妻子自己要回家时，妻子
便每天都到公交站去等候丈夫归来。这样的细节让一位温良恭俭
让的传统女性形象跃然纸上。书中还写到，儿子对李国桢说，爸爸，
你不要老出差，你出差这么长时间，我一顿鸡蛋加白面馍都没吃
过。而他一回来，孩子就能跟着有好吃的。这些细节都写出了妻子
对丈夫浓浓的真切的情意。

书中有不少情节、细节都很吸引人。很多报告文学作家不知道
如何开篇，大都采取四平八稳、流水账式的铺陈，但是《国瓷之
光——李国桢传》的开篇就非常抓人，李国桢去世后，一群学生为
他打抱不平，为什么老师贡献这么大却连个承办丧事的单位都没
有？最后，通过特殊渠道，部长了解了情况后特批，特事特办，由轻
工业部来负责治丧。这样的开头就很生动，也比较吸引人。整本书
给人的感觉较为厚重，但是，如果能写得更轻松、更自如一些，多一
些类似的段落，或许会让作品更好读，特别是在面向大众读者时，
似乎不宜写得过于细碎。

《国瓷之光—李国桢传》是一部心血之
作、辛苦之作，也是一部难得之作。作品描写
的是文学少有涉猎、人们不太熟悉的陶瓷领
域，传主是大家不太知晓的陶瓷科学家、陶瓷
艺术家。作品洋洋洒洒50万字，涵盖了传主
几十年的人生，数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中国
几大瓷窑的历史以及艺术家的家国情怀，主
题厚重、人物性格鲜明，为眼下纪实文学特别
是传记写作带来了新收获。

报告文学无疑是当前文学创作的大户。
但质量如何，能够服众吗？报告文学的长篇专
著、单篇数量很多，真正给人留下印象、感动
读者，让人追捧的作品寥寥可数。这不只是报
告文学、纪实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在相当长的
一个时期内都是事件大于作品，问题多于实
绩。所以，一部认真扎实的作品，一本有特色
的好书出现殊为不易，理当点赞。

报告文学的特点在于时效性强，能及时
反映生活，近距离地书写。在当下，对于这类
文体的区分，要有一个相对的标准。我认为，
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都是纪实文学的门类，
但是各有区别，即，综合性地写一个人物的
一生，从过往的人物事件铺排，这是传记；而
报告的内容有时效性、近距离，则可当作报
告文学。纵然，传记也有报告，但我以为，不
应是严格的报告文学。《国瓷之光——李国

桢传》作为一部纪实文学，有很高的认知价
值和文化含量，是下了功夫的大雅之作。

报告文学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容易的写
作，一种是有难度的写作。容易的，翻翻资
料，堆砌资料，少有作者的发现，有些是时髦
题材，应景文字，容易浅尝辄止。而不容易者，
要下苦功夫、笨功夫，深挖、苦求。《国瓷之
光——李国桢传》的作者用6年的时间，采访
200多人，殊为不易。

具体到作品，还有三点感受。一是“厚”，
厚实，有厚度。厚不只在于它的体量大，更在
于丰富的内容、思想的深度，人物形象立得
住。本书通过一位科学家的人生道路，书写了
为国家陶瓷工艺披肝沥胆的老一代科学人，
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大国工匠精神和家国情
怀。面对艰难的人生处境，他历经坎坷，对科
学的信念不曾动摇，对事业和家庭情感深挚。
作品立意在国瓷、国品（建国瓷）之光，是家国
情怀的光芒，是国瓷工艺的历史荣光。在思想
内涵和历史维度上，李国桢的风雨人生，代表
了老一代科学家的境界。尤其通过写他的一

生，如早年做“超日瓷”，后来做“建国瓷”，勾
勒出中国陶瓷官窑、民窑的历史发展、工艺成
就、业界实绩，对陶瓷工艺发展中的人和事进
行搜集打捞，成为不可多得的史料，使作品有
史实和文献的分量。

第二是“细”，细致，细微，细实。书中蕴
含着丰富生动的故事细节、细腻的人物情感
表现，感人至深，过目难忘。比如，作者写陶
瓷产生的历史，各种窑口与各地窑品的区别
以及不同的历史作用等，与细腻的人物刻
画、事件勾勒相得益彰。这种细而实的书写，
是纪实文学特别是传记文学必须坚持的。近
来，传记作品已有泱泱发展之势，但是，一些
作品虚幻不实，凭空想象，是一大弊端，欠缺
的就是作者的敬畏之心与写作上的细实功
夫。在这本书中，李国桢的形象较为饱满，令
人信服，除了事业外，作者对他的生活情感
也多有精彩书写。作品写传主与夫人的日常
生活、感情关系，细腻可信，例如写到车站接
站的细节，反映出他们离多聚少的现实；夫人
去世后，李国桢为她烧制的骨灰瓶等情节，都

写出了他多侧面的人生。书中还写到很多科
学研究、传道授业的细节与重要事件，以及李
国桢与学生、与同辈科学家的关系、交往等等，
生动细致，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一代老科学
家的精神人格。其中最为精彩的是他与当代大
画家石鲁的交往，在特殊年代、人人自危的境
遇中，他们都有对艺术的独到见解，于是同气
相求，成为挚友，以至后来与石鲁一起研讨艺
术，这无疑使得枯燥的科学故事有了人情味。

另一个是“活”，人物性格鲜活，文学语
言也鲜活。书中有许多生动的人物对话，读
来流畅亲切，还原了生活现实。作品是线性
结构，以时间发展为经，顺序展开。主人公
的生命历程中几个重要的节点，都有他的科
学成就、家国情怀的展现，特别是“文革”时
期，真实可靠的史料穿插着人物的内心情
感，很好地表现了作者处理材料与文字情感
的能力。因此，书中的历史场景不是平面的，
其中都有活生生的人物做串联，生动、鲜活、
有故事、有情感的温度，足以支撑起长达50
万字的篇幅。

最后，如果从阅读的感受去做苛求，我认
为还可以适当裁减细节，避免重复。单篇传记
和报告作品，我以为最好不超过20万字，再
宽限下25万字为宜。所以“瘦身”“减肥”，以
一当十、删繁就简，是我对作者的建议。

萧根胜新近创作出版的长篇传记文学
《国瓷之光》以丰富的材料、真挚的情感、深
邃的思想、朴实的笔调，讲述了曾经为新中
国陶瓷工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国陶瓷
专家李国桢的故事，描写了一个中国陶瓷科
技工作者兢兢业业、呕心沥血、诚实劳动，不
求功名、只求奉献的一生，塑造了一个中国
陶瓷科技工作者的生动形象，深情赞美了一
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家、爱人民、爱事业的
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道德情操，是当代传记
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在书中，伴随着中国陶瓷科技专家李国
桢的生动故事，展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
陶瓷工业发展进步的辉煌历史。作品主人公李
国桢身上折射出新中国陶瓷工业的艰难发展
历程，以及一个光荣时代的创造。读李国桢的
生动故事，就是在读一部有血有肉的新中国
陶瓷史。作品通过写李国桢来反映现实，突出
时代精神。而通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时代，更加
体现传主的思想精神和人格魅力，彰显出人
物形象的意义。这样的史传思想理念，不仅写
出了一个时代，也写出了一个闪烁着时代精
神光彩的顶天立地的人，更深刻表达了作品
厚重的思想主题。大时代大历史与普通人之
间深刻关系的正确处理和把握，有力支撑着
作品稳健的立意和开阔的格局，使之具有与
众不同的思想艺术特色。

作家写李国祯心中充满情感，而创作思
想却很清醒。应该说，作者要写的并不是一
个时代的英雄，而是与时代走在一起的普通
知识分子、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现实生活

中的李国祯，在中国的陶瓷行业中大名鼎
鼎，是为新中国陶瓷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的大专家，也是一代陶瓷人心中的“窑神”。
但进入传记作品以后，作家不仅要写“窑神”
的专业精神，更要突出他身上的知识分子气
节品格和劳动者的性格精神。只有这样，一
个现实生活里的陶瓷科技专家才会变成一个
读者能够接受的文学人物形象。我们很多写
科学家、写劳模的作品不成功，都因为过多陷
入专业领域里出不来。明明是非常了不起的
人物，写出来就不感人；明明作家很努力，作
品就是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没有深入挖掘和突出传主身上普通人的
精神品质，没有把专业人士的形象转化为感动
社会的生活形象。作家萧根胜心中有“窑神”，
下笔却一直按普通劳动者的基本规律来表现
这位“李工”，可见是个写作上的明白人。

作品从李国祯先生去世拉开序幕，让人
感慨万千。一个大专家却找不到一个单位来
负责身后事，追悼会也迟迟无法举行。选这个
情节，固然有要表明态度，有为其鸣不平之意，
同时非常真实地奠定了传主的普通人的基调。
他虽然是个大专家，却和我们所有人一样经历
着世态炎凉，经历着痛苦与幸福交织的人生。

作品中的“李工”，一生奔波在我国陶瓷
工业的几个重要基地。他看上去并不像“窑
神”，而更像是“救火队长”，哪里需要就派到
哪里，哪里有大事就派到哪里，哪里需要救
急就到哪里去顶着。中国本来就是引领世界
的陶瓷大国，可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
的陶瓷却一片衰败，远远被世界甩在后面。

我们的国宴用瓷不见中国的陶瓷，只能用国
外的。改变这种局面、发展自己的陶瓷工业，
成为新中国早期工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突破
口。而对国家陶瓷事业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
传统陶都景德镇，首先承担起这个国家任
务。身在上海的陶瓷专家李国祯就是在这个
时候被国家派到景德镇，参与了新中国第一
批陶瓷“建国瓷”的设计制作。他因自己的专
业能力和敬业精神表现非常突出，得到了国
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在行业里获得了应有
的地位，开始成为陶瓷行业的权威。从那时
候开始，他就不断接受国家任务，几十年如
一日地不停奔忙、不停奉献。他不断地提出
方案，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可是，他却无法
解决家里的问题，好在有一个懂大局、识大体
的妻子，几乎是一个人撑着整个家。在李国祯
和许许多多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国陶瓷工业
重新振兴，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好局面，打造了
一个又一个品牌，在国际竞争中不断获得主
动，不断获得优势，创造了中国陶瓷时代的辉
煌。李国祯们用几十年的心血，换来了中国民
族陶瓷事业如日中天的今天。

作品中的李国祯看上去埋在大量专业的
描写里，但作家也神奇地让他走出来，让他的
文学形象渐渐清晰可感，突显了个性与性格，
注入了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质。李
国祯的形象内涵可以提炼为：忠诚厚道，忍辱
负重。他从旧时代走来，深知一个积贫积弱国
家的痛苦，所以真心热爱新中国、热爱人民，
希望国家早日强大，自觉把自己融入国家建
设事业中。他永远听从组织安排，忘我地劳

动，只讲奉献，不图回报，不计较个人得失。他
为人忠厚，在国家困难、个人受委屈的时候，
仍然信念坚定、矢志不移，充分体现出老一代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也体现了一个先
进知识分子的科学创造精神。李国祯的性格
也典型概括了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特征
和性格气质，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充满热
情活力的时代；从那个时代，我们又看到了一
个忠诚担当的知识群体。他们不是娱乐明星，
不是财富英雄，也许不算成功人士，但他们一
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脊梁。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国瓷之
光——李国祯传》把传主当普通劳动者来塑
造，其实正是要在普通人的精神品质中挖掘
提炼出现实生活的伟大精神和英雄品格，探索
平凡与伟大、普通人与英雄之间的关系，深刻
地写出人的精神境界，塑造具有英雄气质的人
物形象，写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写的人。

云南青年诗人王单单，在云南
省昭通市昭阳区布嘎乡花鹿坪村驻
村两年多，以“诗史”笔法，写出了一
部有温度、有深度和有高度的诗集
《花鹿坪手记》，真实地记录和书写
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伟大社会实
践，引起广泛好评，被中国作家协会
列入重点扶持作品，获得《诗刊》脱
贫攻坚特别诗歌奖，如今又被长江
文艺出版社出版，其影响力正持续
发散。

“诗史”，是历史上对杜甫诗歌
创作特征的一个概况。晚唐孟启在
《本事记》中称：“杜逢禄山之难，流
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
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人进
一步分析杜甫的“诗史”笔法：“杜少
陵子美诗，多记当时事，皆有依据，
故称‘诗史’”等等，均讨论了杜甫的

“诗史”特点，大致概括为其诗作多
记事，着重细节，真实有依据，近乎
史传。“诗史”笔法，尤其适合对重要
社会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和
书写。王单单在长诗《花鹿坪手记》
中，可以说充分借鉴了杜甫的“诗
史”笔法，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叙事性。王单单写花鹿坪，
也可以说是“毕陈于诗”“皆有依
据”。他几乎写到了村里的每一个人，比如《小
户主》《陈贵真》《老党员》等诗歌，而他把笔下
的不少人物，也都写了“诗传”；除了人，则是
村里的事，比如《补瓦记》《拆旧记》《拉水记》
《院坝会》等；人事之外，所有的都记录，乃至
每一个角落，比如《山顶》《屋顶》《苹果小镇》
等。诗歌向来重视对事件的捕捉记述，脱贫
攻坚本身是历史的大事件，而在脱贫攻坚过
程中，又有很多小事件，还有一个又一个故
事。王单单在《花鹿坪手记》中，把这些表现得
淋漓尽致，充分全面展现了脱贫攻坚的方方
面面。

二是对细节的捕捉。在《留守儿童》一诗
中，宋蔑匠5岁的孙子阻止砍一根画了小孩儿
的竹子，因为孩子把上面的小孩儿当成了与
自己对话玩耍的伙伴，这一细节让人读了为

之动容，也感受到了留守儿
童的极度孤单。

三是大视野，概况能力
和历史感。在《假如没有扶
贫》一诗中，诗人列举了一
个又一个因扶贫走出生活
困境的人，并在最后总结

“假如没有扶贫，再富强的
国家/失却兼济天下的慈
悲，也只是徒有虚名”，使这
首诗一下子就上升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还有《中国民
工》一诗中，致敬所有和贫
穷搏斗的人，包括那些远离
故乡到各处打工的人们，他
们在拼搏，他们就是“时代
的英雄”，响应了“人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
的英雄”等论断。

四是语言上以自然口
语为基础，加以提炼。王单
单曾说过自己现在的创作
不再刻意雕琢，而是任其自
然。在长诗《花鹿坪手记》
中，这样的语言特色随处可
见，比如在《易迁户》中，他
写一对父子的对话，父亲说
搬到城里14楼以后，再看

以前居住的地方：“最远的那个村就是我们曾
经的家/你看那里的云，就挂在树顶”；而儿子
天黑后打开屋里所有的灯，回应父亲：“爸爸，
从老家那边看过来/我们现在像不像天上的
星星”，这样的对话，语言质朴，但又很有浪漫
情调，把脱贫户搬到城里的美好生活含蓄地
有所渲染。还有《素朴之美》中，50多岁的中年
妇女，因为扶贫队帮忙解决医疗费，恨不得掏
出自己所有珍惜的来表达感激之情，“她做了
许多布鞋，却不卖/她一双双拿着给我介绍：/
这是给他（丈夫）做的/这是给女婿做的/这是
给儿子做的/如果你喜欢，这双送给你——/
也不向你索要低保”，全部口语，极其简洁，没
有什么铺展，但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简单的
字句里，深沉地反映出了真实的状况。

当然，“诗史”笔法的借鉴只是形式上的，

其背后则是诗人情感的投入和观照能力的拓
展涵盖。历史上，诗人每一次主动投身伟大的
社会实践，都可能产生一批杰作。抗战时期，
延安解放区成为革命圣地，“到延安去”，是当
时一代热血青年的心声，吸引一批又一批文
艺青年奔赴延安，丁玲、艾青、冼星海、贺敬
之、赵树理、郭兰英、光未然等，他们到人民中
去，以人民为中心，全身心投入延安文艺运
动，成为了历史传奇。脱贫攻坚是党和国家的
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工作，进入新时代
以后，大量诗人投身脱贫攻坚的具体社会实
践，或成为一线驻村队员，或参与扶贫部分工
作，这些诗人长期与贫困人员打交道，亲眼目
睹这一历史变化的发生，身心都受到洗礼和
震撼，也因此产生了众多优秀作品。

王单单是奋斗在扶贫第一线的诗人，也
是其中的佼佼者。具体到长诗《花鹿坪手记》，
王单单以诗歌的方式，几乎全方位地观照了
花鹿坪的方方面面，从每一个人物，到花花草
草、青山绿水、众生万物。他写尽了人间百态。
很多的诗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一段人生。难得
的是，王单单总是以一种包容同情之心予以
体贴。比如《勇士》里，疫情缓解后，村民金中
敏为了生计外出打工，但连去哪里都不知
道，面对生活，一家之主只能勇敢前行。诗人
表面上只是娓娓道来，却放映了其深厚的情
感和对世事人情的体谅，是善良淳朴本心的
自然流露。从这些诗里也可以看出，诗人在
扶贫过程中，与普通百姓建立了水乳交融的
关系，其境界视野不断升华，完成了从小我到
大我的转变，也因此写出了《新时代》《花鹿坪
变迁帖》这样充满正气与正能量，真实不空洞
的诗作。

脱贫攻坚是具有史诗般意义的伟大社会
实践，《花鹿坪手记》以“诗史”笔法书写这一
时代史诗，具有历史意义。《花鹿坪手记》本身
在当代整体性诗歌创作中也有着重要突破，
除了题材的重大，其艺术上也颇有独特之处：
一方面是其完整性，可看作是一首具有整体
性完美结构的长诗，另一方面，其中每一首诗
又单独成立，自成一体，构成了一个个体之和
大于整体的诗学审美效果，使得这部诗集具
有了厚重感，又有着超越性，堪称新时代诗歌
的一个重大收获。

编一部诗歌作品选本是学问，是艺术，也是选择。
择与弃，彰显编者个人趣味，但最后仍不免溯源于时
代。《福建优秀文学70年精选·诗歌卷》无疑是把福建
当代诗歌史纳入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大潮中，需
要的是编者对时代的宏观把握能力和对文本微观批
评能力。福建作为当代中国诗歌版图的重要组成部
分，从早期受抑而蓄势，到“归来”中的爆发，再到争鸣
中的众语喧哗，其诗学嬗变与时代审美变迁息息相
关，正如编者伍明春在该书后记中所言：“纵观现代汉
诗100多年来的发展行程，在各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闽籍诗人的身影从未缺席，他们的诗歌绽放出一种耀
眼而独特的光芒。”

诗歌如何以其独特的经验表达和想象能力进入
生活？诗人如何在没有深度的平面生活中，发现沉潜
在喜怒哀乐背后的共同精神渴求？这部诗歌选本则以
艺术标准为前提回答了这些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
的一体化诗歌话语中，蔡其矫是透过裂隙的一道光。
他有“沉痛”也有“不忍心”，并借搏斗在急流上的英雄
表达自我“宁做沥血歌唱的鸟/不做沉默无声的鱼”
（《川江号子》）。1979年，蔡其矫更以对时代审美转型
的高度敏感写下《波浪》一诗，这是诗人对自由的呼
唤，也是他对诗歌归来的期待。同年，福建诗人舒婷发
表了《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经典诗篇，
以不拘一格的艺术姿态承担起特定时代文化启蒙的
重任，成为中国诗坛不灭的记忆。相较于当时刻板、
单调的既有诗歌模式，以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人
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对心灵自由思考的渴望、不受传
统习惯羁绊的诗学观念引发广泛的诗坛论争。谢冕、
孙绍振、徐敬亚发表了三个“崛起”论，不约而同肯定
了诗歌回归本体、尊重个性的审美特征。

心灵一旦获得解放，潜藏在八闽大地上的诗歌力
量就纷纷破土而出。诗人冲破自我封闭，从生命的外
在形态走向内在真实的生命体验。福建场域内涌现出
丰富的诗歌写作样态。出生于闽南的诗人安琪以背井
离乡的诗歌朝圣精神和笔耕不辍的文本创作，践行着
对诗歌深沉的热爱。她明白“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像
你一样生活”（《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但她依然努力
着“做梦都想翻过喜马拉雅”（《风过喜马拉雅》）。她所
提出的“中间代”概念，在洪子诚、刘登翰主编的《中国

当代新诗史》中被视为诗歌史代际概念的一个补充。
这正是对安琪多年来不迁就不妥协的诗歌精神的回
应。部分诗人在先锋与民间立场之间维护一种有尊严
的日常化写作，比如吕德安《诗歌写作》中说“多少年，
在不同的光里/我写微不足道的事物/也为了释放自
己时/顺便将黑暗沉吟”。

经济形态的多元化与社会身份的分层化裹挟、激
变着人们的审美趣味。个体的日常抒发与世俗审美消
费获得更多的合法性，理想主义的光芒在90年代末
期开始黯淡。如何以出色的文本创新实现对社会精神
的审美引导？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汤养宗坚持对新
诗的现代性探索，在“破”与“立”中不断拓展诗歌的艺
术空间。选本中的8首诗不仅指向汤养宗不同阶段的
文本创新，还看重其诗歌中主体精神的表现与担当。
即使“与自己的祖国的母语一直热恋”（《在汉诗中
国》），但同时也要“自己给自己制订法典/一条棍棒先
打自己，再打天下人”（《立字为据》）。文本的创新要求
诗人在时代的裹挟中保持警惕，以躬身自省的写作姿
态和坚定的美学立场实现语言的继承与创新。

诗歌在福建场域从来都不是寂寞枯燥的单行河
道，而是千百支水流汇聚、跳跃的海洋。在闽东，不同
代际的诗人汇聚成令人瞩目的地域性文学现象——

“闽东诗群”，他们以持续的影响力和成就践行与传播
“闽东之光”；在三明，一群人因为相近的诗学观而聚
合，提出“大时空、大心境、大技巧”的美学主张；在福
州，同样有一批诗歌写作者倡导诗歌的先锋性与实验
性写作，从而形成颇具影响的“反克诗群”；还有“闽北
诗群”“漳州诗群”“客家诗群”“晋江诗群”等。从“00
后”到“10后”，诗人的努力最终推动了闽地诗歌的整
体发展。总之，这部诗歌选本涉及面之广，入选人数之
多，足以反映编者的细心工作与专业眼光。虽“难免有
遗珠之憾”,但更多的优秀诗作因此得以呈现，不至于
被湮没。

诗人们因为时代环境、文化背景等不同，带来审
美发现与诗语表达的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才构建
了人世间的丰富与新鲜活泼的生命力。70年来，福建
诗人的生命经验在作品中生长、融合、升华，最终以艺
术想象的姿态汇入时代经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浩瀚
星空中闪耀。

现代汉诗话语光谱中的福建色彩
——评《福建优秀文学70年精选·诗歌卷》 □许陈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