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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诗歌与中国诗歌生态网络诗歌与中国诗歌生态
□□黄东成黄东成

一位青年诗人来访，手里拿着一首诗，诗题竟是

赤裸裸的性器官。我十分诧异：“你的大作？”青年诗

人忙不迭解释：“不是不是，是从网上抄来，来请教先

生，这是诗吗？诗能这样写吗？”他很气愤，之前与作

者辩论半天，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据他说，作

者始终理直气壮：“怎么了，我写什么是我的自由，你

管得着吗？你不喜欢有人喜欢，你不爱看有人爱

看。多元化你懂不懂？”

从这句反诘，我已能料想到当下诗歌生态的状

况。审美标准多元化，本是促进艺术思想解放、拓展

审美空间的好事，没想到竟会成为诗坛乱象的祸因。

网络诗歌热潮，是新诗随着科技发展的一次大

发展。在网络空间中，爱诗的青年空前增多，这是

好事。

诗本属于青年，他们抑制不住青春期澎湃的激

情，读诗、写诗、朗诵诗。每个人的青年时代都有关

于诗的体验——情感开始躁动时，无不默默记录下

心灵的颤动，抒发郁积的情愫。作为个体行为，诗歌

怎么写，都无妨。但口水诗并不就是诗，必须辨清诗

和非诗的界限。虽无统一的明确的标尺，但可以依

靠读者的心灵感应。“天上的白云真白，/非常非常

白”是诗吗？“妈妈做的烙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是

诗吗？诗歌语言须含诗性、诗质，即使是朴素的、直

白的，也能从中读出诗情、诗意、诗美、诗趣。

不久前，看到一篇题为《如何评价新诗大众化》

的文章。文章提出：“合理评价新诗大众化，要区分

大众化和专业化两个问题，二者应当分开来谈，以免

陷入片面否定新诗的泥潭中去。”文章认为，谈论大

众化的诗歌，要聚焦其社会功能、文化功能；而要谈

诗的审美问题，则需聚焦专业化的诗歌，关注那些出

类拔萃的经典之作。

这让我想起早被质疑的小众化、大众化之说。

多年前，有评论家提出，“诗是小众化的，诗是贵族

的，只有贵族的心灵境界，才能写出具有很高境界和

情趣的诗”。贵族的心灵境界是什么？为什么大众

就不能写出具有很高境界和情趣的诗？事实是，诗

坛很多优秀诗作均是从大众中产生，都是由无名诗

人所写，后来才逐渐知名起来的。

至于说不同标准，“多元化”借口下，各自都是标

准，人人都是标准，没有标准成了今天的标准。零门

槛，零审查，零成本，于是网络诗火爆。必须明确，口

水、废话不是诗，口水就是口水，废话就是废话，那是

非诗的文字垃圾，不可以此来污名“诗歌大众化”。

即便所谓的专业化诗，也不可能篇篇经典，仍有高低

优劣之分。可见，诗歌大众化、专业化之分，要进行

更加明晰的定位和判断。

将一些流水账式的“非诗”等同于大众化诗歌，

显然是对新诗大众化的污名。“六点起床/上厕所、刷

牙、洗脸/七点唤家人起床/上厕所、刷牙、洗脸/吃早

饭/八点上班……”是大众化吗？这是“非诗”。甚至

有人将写性苦闷、性压抑、性发泄的低俗滥情作品均

纳入“诗歌大众化”，那更是完全没有道理。这样的

诗，自然受到人民大众的冷落。

传统诗词，至今仍被群众所喜爱。从央视连续

举办的诗词活动，不难看出其受欢迎的程度。人民

的生活，依然离不开古诗词兴、观、群、怨的诗教营

养。很多儿童居然能背诵数百首诗词。常闻家长教

孩子：“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古时的诗人，无不热爱祖国山川，关心村野

乡亲，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分老少，家喻户晓。

由此可见古体诗词恒久不衰的向心力。

新诗何日也能获得国人如此喜爱，那就真的成

就显著了。

当然，如此苛求新诗不现实。传统诗词滋养了

中华民族几千年，毕竟新诗才只有100多年历史，且

这一进程走得也太过颠簸、曲折了。从五四开创自

由体白话新诗起步，到三四十年代各诗派自由崛起、

竞奇斗艳，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文革”期间诗

人的噤声，直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大解放，诗

人解禁归来，诗歌掀起热潮，接着西方现代主义涌

入，影响年轻一代突破观念局囿，还了诗歌本源，却

又在继承与创新交岔道口，各自夺路，旗号林立。

胡适倡导“我手写我口”，目的就在于促进新诗

走向大众，好交流、便沟通，没有古体诗难解典故的

障碍。没想到，现在新诗竟也出现隔膜，或不循语

法、故弄玄虚，或词语错乱，俨如卦爻，不知所云。好

懂的词语，不好懂的诗句。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审

美意味，想告诉读者什么生活感悟？想阐发什么特

立独行的主题？作者自己也说不清。

对此，我曾焦虑、茫然，但未失信心。新诗还在

寻路，尚未定型，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还会有曲折

颠簸。幸有指南针，“走向人民大众”，方向正确，导

向得力，新诗必定能健康发展。诗人洛夫曾坦诚地

对我说，台湾现代主义走了半个多世纪走不通了，最

后只有一条路，回归传统，不是回到古风、回到唐诗

宋词，而是继承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和人文神韵。诗

歌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载体，承载着中华文化生生不

息的民族精神。

心中有人民，笔下有大众。人民大众始终是中

国诗歌的主体。诗歌大众化，是中国诗歌的方向。

诗人，首先是社会人，思想敏锐，内心张扬，敬畏生

活，感恩社会，怀有善心和德行。人活着，活一个精

气神。读诗，读出诗人的精气神，诗便有了魂。

诗魂动人心魄，矫情绞杀诗魂。

诗魂，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标准。不论“大众

化”还是“专业化”，标准唯此。

诗人固然可以有各自的审美趣味，可以雅，可以

俗，可以雅俗转换；可以是直抒胸臆，也可以借喻隐

喻，可以意在言外，也可以言简意赅，象外有象，境外

有境……但绝不可以低俗、庸俗、恶俗，那是丢了魂。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拓宽视野、

增长才智、丰富涵养、修炼品行的方法，可以提升做

人的精气神。今天讲“正能量”“接地气”，就是要诗

人扎进生活底层，融入人民之中，诗歌自然散发出浓

浓的生活气息。

1949年，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诗人臧克家

写了一首《有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

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诗歌通过两种人的对照，

写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哲理：人不能仅仅只为了自

己活着，还应该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而活着。思

想深邃，意外有意，给读者以丰富人生启迪。这应是

诗人在多层次多向度的现实生活皱褶中的独特发

现。能写出这样的诗，诗人必须具有很高的精神境

界，方能对社会、对人性有深刻的剖析。

诗人闻一多从国外回来时满怀激愤写下《发现》

一诗：“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

中华，不对，不对！’/……我会见的是恶梦，哪里是

你？/那是恐怖，是恶梦挂着悬崖，/……我哭着叫

你，/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完全是听得懂

的、没有半点障碍的口语，我们能从诗性文采和诗美

结构中读出满腔压抑不住的爱国之情。

遗憾的是，现在类似的对社会、对人生有深入思

考的出类拔萃的诗，实在太少了。各类诗报、诗刊

上，充斥着看不出诗性、读不出诗味的诗。简单地罗

列名词，记一下流水账，就可以发表了。诗，没有了

标准，又何论审美多元。

有人问：当今诗人对比前辈诗人，其诗学修养和

诗作基础更扎实、更进步了，还是相反？当今诗人的

作品对比前辈诗人的作品更有诗味、更耐读了，还是

相反？当今诗坛经百年发展离人民大众更近了，还

是相反？

我无言以对。新诗百年，好不容易发展到科技

发达的今天，诗人们的确该好好梳理、省思一番了：

为什么神圣的诗歌于今不再神圣？

听大众的声音：我们需要提振国人精气神的新

时代诗歌。

我终于明白，诗人的精神境界和文化涵养，决定

着中国诗歌的生态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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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针对当下网络诗歌中口水诗等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和忧虑。在他看来，无论是大

众诗还是专业诗，决定它们高下优劣的是诗歌的人民性，是“诗魂”。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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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新时代文学：源流、经验与新变”论坛暨

第五届当代中国文学优秀批评家奖、《当代作家评论》年

度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在沈阳召开。本次活动由辽宁省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办，《当代作家评

论》编辑部、辽宁大学东北文艺振兴研究院承办，辽宁大

学文学院、辽宁省期刊协会协办。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此次论坛召开的时机恰

切、主题精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思索新时代文学

如何更好地表述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中国现代形象等

命题。《当代作家评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

阵地，组织学者、评论家对新时代文学的源流、新变和

未来发展进行整体梳理，为新时代文学探索更为广阔

的道路，这是一种责任和气魄的体现。辽宁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杨利景认为，此次论坛将为建设中国当代文

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重要贡献。这

也是辽宁省近年来实施文化精品创作工程的集中体

现。《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回顾了《当代作家评

论》40年的发展历程，强调其紧贴中国文学脉搏及其与

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历史形成的无法割舍的血脉关系，

培养了一批文学批评家，打造了一批典范性的文学批

评文本。

本次论坛设置“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发展与流变”“新

时代多元格局下文学发展的新经验与新趋势”“社会主义

文艺创作与新东北文艺发展”三个具体议题，借此为新时

代中国文艺发展问诊把脉。与会学者、评论家围绕三个

具体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观点：

一、新时代文学既要创新也要守正。创新是要发现

新时代中国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和新思想，并要以新的

审美形式讲述这些新时代故事，尤其要呈现出人民性的

价值和意义。这就需要充分考虑新时代文学如何选取自

身的文化资源、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如何打破中国与西

方、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如

何处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守正是要坚守中国

新文学与中国独特现代化历史之间同生共存的关系。新

时代文学的重要特点是“地方性”“民族性”“世界性”的统

一，因此我们要正确理解各种话语逻辑之间的复杂关系，

但也应意识到中国新文学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

刻处于动态发展中，要辩证理性地分析看待，既要守住文

化底线又要自我突破，只有如此才能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二、新时代文学既要认清边界又要不断超越。文学

性是新时代文学或者说是文学最为独特的地方，是文学

区别于其他事物最明显的特点，也是新时代文学永远不

能打破的边界。因此新时代文学创作要不断提升人物塑

造、情节设置、语言运用等文学性要素的能力，将文学的

边界夯实扎牢，筑起一面文学的高墙。唯有如此，新时代

文学才能不断被经典化。在此基础上，新时代文学也要

勇于面对新媒体、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的冲击，不能躲避，

要构建一种对话关系，以人文精神超越这些壁垒。

三、新时代文学研究既要关注作品又要关注经验。

新时代文学已经产生了众多优秀作家和有影响力的作

品，并在审美层面上实现了新突破，为讲述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文化、塑造现代中国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不

容否定的客观事实。但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新时代

文学还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很多作品在处理

文学的向内与向外关系上仍然没有找到准确的平衡点，

将历史、时代和社会经验融入个体精神叙述的力度还不

够，落入只见故事不见灵魂的窠臼。更为重要的是，新时代文学要在审美表述中构建

自己独特的写作经验，而且这种经验是个人化、地域化、民族化和世界化的综合体。

为此，一些与会者提出，要在“世界文学的同时代作家”视域中重新审视之前出现的文

艺思潮、作家作品。在提出“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艺”等概念时，要充分尊重文学事

实及文学经验，而非把复杂的文学经验简单化，把简单的文学现象复杂化。

整体而言，专家们在论坛上从不同侧面对新时代文学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梳

理和总结，同时对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这必将有利于推动新时代文

学的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3月29日至30日，由湖北省作

协组织的2023年度湖北儿童文学笔会在武汉

黄陂区举办。活动期间，数十位相关专家、湖

北儿童文学作家代表济济一堂，共同回顾近年

湖北儿童文学创作成果，交流创作心得，探讨

展望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

笔会首日，开展了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专

题活动，湖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申东辉

为与会作家代表作专题辅导讲座。儿童文学

专家、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徐德霞受邀

为作家代表们授课，结合近20年来中国儿童

文学创作的发展情况、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

等，进行了生动而深入的讲解。徐德霞表示，

希望湖北作家们继续努力，勇攀高峰，创作出

更多高水平的经典作品。

笔会期间，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座

谈。黄春华、伍剑、萧袤、林彦、舒辉波、彭绪

洛、邹超颖、李纲、梅杰等作家、专家纷纷发言，

就“汉派儿童文学创作”“新媒体时代儿童阅读

的特点”“追求难度写作的自觉性”“少儿探险

文学与少儿科幻文学创作”“儿童文学与影视

转化创作”等多个话题展开热烈探讨。作家们

还就近深入黄陂区罗家岗民居、彭家大湾新农

村等地考察采访，为文学创作寻找灵感，积累

鲜活素材。

（鄂 闻）

本报讯 3月21日，由江苏省作协和淮安市委

宣传部指导，淮安市淮安区委宣传部主办的季玉长

篇小说《源乡》研讨会在淮安举行。

《源乡》叙事时间跨度长达40年，作者季玉以

第一人称作为叙述主体，通过“我”的亲历和视角，

描写了发生在苏北平原一个叫岔溪乡程家庄的地

方三代农民的生活故事。小说人物栩栩如生，情节

丝丝入扣，反映了时代变迁、社会变革、人性复杂，

以及在时代、社会、自然背景下，个体小人物的多

舛命运，并为他们不甘平庸落后、积极追求美好生

活的凡人精神立传。

与会专家认为，《源乡》生动描述了苏北乡村的

沧桑巨变和农民命运，彰显了作者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和对家乡、对土地、对人民的挚爱之情，展

现了年轻一代在新时代的感召下不甘于现状、奋发

进取的新作为、新追求，在主旨意蕴、结构方式、语言

特色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希望季玉和其他淮安作家们一道踔厉奋发、勤奋创

作，推出更多反映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的

精品力作。 （苏 文）

专家研讨季玉长篇小说《源乡》

本报讯 4月18日，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

略研究会联合国家地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

学院、中国纪录片网、纪录中国、央视网·秧纪录等单

位共同组织实施的读懂中国·“新青年看中国”中外

短视频征集展播表彰典礼在广州举行。中国国家创

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出版

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赵化勇出席并致辞。有关方面领导、中外专家学者

和业界人士参加活动。

读懂中国·“新青年看中国”中外短视频征集展

播活动旨在推选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的优秀作品，带动更多青年群体关注国家发展，为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兴盛沃

土、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青年力量。活动自开展以

来，始终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彰

显中国风貌，增进中外文化交流与深度了解。本届

活动特别设置“记录奋斗新时代”“中华文化发现

之旅”“一起走遍全世界”“唱响湾区新声音”四个

主竞赛单元，面向全球新时代青年共征集短视频作

品1008部。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初评，确定147

部优秀作品入围，最终有49部作品获得推优。这

些作品紧扣时代发展脉搏，以影像的力量展现了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活动现场，王晓鸣、竹内亮、易柯明、柯显东作主

题演讲，与会嘉宾分别为四个主竞赛单元的推优作

品颁奖。第三届读懂中国·“新青年看中国”中外短

视频征集展播活动同期启动。在当天举行的“新时

代·新青年·新视角：短视频时代的国际传播”专题论

坛上，杨乘虎、何苏六、田立、张昊、卢雅君展开交流

探讨。 （范 得）

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青年力量

本报讯（记者 王觅） 4 月 22 日

晚，第十七届中法文化之春暨第三届中

法思想之夜沉浸式演出《莫比乌斯环》在

北京三里屯CHAO·桥空间上演。这部

实验剧场作品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和法国里昂国立高等音乐舞蹈学

院联合制作，经过两年精心打磨而成，也

是双方基于舞蹈艺术与教育资源互惠取

得的创新成果。

《莫比乌斯环》由秩序、操控、狂欢三

个板块组成，呈现出在虚拟与现实中流

转的人类现状。演出借助人体动态、环境

空间的改变与沉浸式观演方式，启发观

众思考工业、科技、信息等与人类本体之

间的关系，探讨个体存在与当下社会景

观之间互需而又矛盾的循环处境。

作为中法高校艺术交流的一次跨时

空、跨领域尝试，《莫比乌斯环》不仅为两

校提供了增进文化交融的契机，也为两校

的教育理念开辟了全新视野。据悉，今后

双方将尝试在更多教育领域开展合作与

交流，培养更多兼具专业实力与创作能力

的高素质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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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15日，由北京出版集团、淅川县

人民政府主办，《十月》杂志社、淅川县委宣传部、淅

川县文联承办的第十二届“十月诗会”在河南省南阳

市淅川县举行。《十月》主编陈东捷出席并致辞，《十

月》主编助理谷禾，娜夜、车延高，罗振亚、苏历铭、余

笑忠、张晓雪、吴元成、孙思、育邦、毛子、姚辉、安海

茵、李樯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评论家，卢山、马泽

平、纳兰、甫跃辉、赵汗青、张端端、木非可、范丹花、

西左、蒙晦等青年诗人以及淅川本地诗人参会。活动

现场举行了“十月诗歌奖”颁奖仪式，诗人邹昆凌、西

渡、赵晓梦荣获2021年度“十月诗歌奖”。

据介绍，“十月诗会”是由《十月》杂志社创办的一

项年度诗歌盛会，自2010年创办以来，已在多个省市

成功举办，实现了“荟萃名家与新人，对接诗歌与城市，

引领潮流与风范”的办会目标，业已成为中国诗坛具有

广泛影响力和美誉度的品牌诗歌活动。

诗会为期两天，与会诗人、评论家围绕“当代汉

诗语言的可能和边界”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

深入荆紫关古镇、南水北调工程中线渠首、淅川移民

馆、丹江口水库等地考察调研，创作了一批优秀诗歌

作品。

（罗建森）

第十二届“十月诗会”在河南淅川举行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4月21日至

24日，由宁波市文联、余姚市委宣传部主

办的第十届宁波文学周在浙江余姚举办。

朱欢、郁伟年、傅贵荣、胡文飞、杨劲、储吉

旺等主办方代表，梁鸿鹰、南帆、叶延滨、艾

伟、林莽、程永新、宗仁发等40多位作家、

评论家、刊物主编参加活动。

本届宁波文学周的主题为“以文学致

敬新时代”，主要由文学评奖颁奖、作品研

讨推荐、文学走入大众等系列活动组成。储

吉旺文学奖是《文学港》杂志的年度奖，在

第十届的评选中，阿门的组诗《不哑的歌》、

杨怡芬的中篇小说《银河之眼》获得储吉旺

文学奖，叶兆言的短篇小说《月光宝石之

夜》获得评委会特别奖，金铃子、杨献平、李

晁、赵挺、张巧慧的作品获得优秀作品奖。

於梨华青年文学奖设立于2014年，由旅美华

裔作家於梨华女士以个人名义设立，用于奖励

有创作潜力的青年作家。赵挺获第五届於梨华

青年文学奖，王轲玮、姚丽获得於梨华青年文

学奖优秀作品奖。

文学周期间举办了四场作品研讨会。其中，

翁华杰的长篇小说《重整》聚焦现代企业发展问

题，作者以法律人清晰准确的文字，将企业经营

发展、股权结构改革、企业破产重整等融入生动

的故事情节中。与会专家充分肯定这一作品在

题材上的新颖和结构上的精巧，希望作者进一

步深入挖掘人物心理，写出更加丰富的人情人

性。在谢志强作品研讨会上，专家们围绕《黑

蝴蝶——故乡古人》《过手》两部作品进行了

探讨，认为他的作品表达了丰富的传统文化

意蕴，特别是以笔记体等多种小说体式展开

生动的叙述，具有独特的意味。第三场研讨

会聚焦的是布依族青年诗人陈德根。他从贵

州来到宁波生活，因此他的诗歌主要表达的

是一个青年在城乡之间徘徊的复杂情思。与

会专家主要分析了其诗歌中的抒情语调，建

议他在诗歌中加入更多的现代性元素，赋予

作品更多的细节和物象。主办方举办奉化诗

群改稿会，并针对南慕容、陆旭光、曾谙安、

林杰荣、毛立纲等诗人的具体作品进行细致

研讨。

为了让优秀作家作品更好地走入大

众，主办方在世界读书日当天举办了多场

文学名家讲座，还举办了储吉旺文学奖获奖作

家读者见面会、城市书单获奖作家图书推荐会

等活动。以“致敬王阳明”为主题的2023年

“春天送你一首诗”大型诗歌朗诵会吸引了许

多宁波读者的关注。朗诵会围绕“敬、诵、悟、

承”四个部分徐徐展开，《阳明诗》《先生，我想

和你谈春天》《阳明颂》等诗歌营造了与先哲对

话的真切场景。今年是宁波文学周举办10周

年，与会者在“东海潮生，文学论道”论坛上回

忆了各自与文学周的渊源，特别强调到，文学

周营造了良好的创作氛围，有效促进了青年作

家的成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

文学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吴元迈同志，因

病于2023年 4月 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9岁。

吴元迈，出生于1934年 1月，安徽歙

县人。中共党员。1962年开始发表学术论

文，主要从事俄苏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著

有《苏联文学思潮》《探索集》等，编有《苏联

文学史》《世界文学评价丛书》等，译有《殒

星雨》《没有战争的二十天》等。吴元迈在俄

苏文学、外国文论和美学等研究领域取得

了出色的学术成就，为马列文论在中国的

落地和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为中国改革

开放后外国文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和壮大作

出了历史性贡献。

吴元迈同志逝世
湖北省作协举办2023年度儿童文学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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