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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与油：引子，或一种关切

必须承认，每一年诗歌综述的撰写，都是一
件令我十分头大的工作。这与当下中国诗歌现
场状况乃至诗歌文体的基本规律有关：如果以年
为尺度，我们所观测到的诗歌发展特征，往往是

“散点”和“渐变”的。所谓“散点”，是说构成诗歌
现场图景的基本文本单元是很小的：最主要的构
成分子是一首首诗、一组组诗，这些成果可谓海
量，但如若掰开来单独打量，其个体体量又都难
称巨大；因此，不同于长篇小说等领域，诗歌上想
要靠一系列单篇新作来总览全年，显然十分困
难——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
家”的情况实不多见，不然我们的年度综述会好
写很多。而所谓“渐变”，是说当下中国诗歌大致
处在一种“平稳的繁荣”之中，个体的创作在累积
着演进，总体的风貌在微调中平衡，断裂性的诗
学变革久未出现，爆点性的诗歌事件也并非年年
都有。总体来看，平滑的转色居多、陡然的变调
少见，诗歌发展状况从十年尺度上看或有颇多不
同，但前一年与后一年之间区分则未必明显。

于是，如同在公路上行车，道路是通畅乃至
通达的，驾驶是顺利且娴熟的，车窗外的风景不
错，投来目光的行人似乎也在变多，但总感觉还
有些能量无从爆发，我们仍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契
机、一种必然的理由，去轰一脚响亮的油门，做一
次久违的——或许也藏着些许不确定性的——
飙车加速。这是2024年诗歌现场带给我的直观
感受，大概也关联着中国诗歌领域在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的总体情形。

因此，在今年综述的开篇，我想先提及一篇
理论性文章，那就是青年评论家贾想分析《诗刊》
改版的长文《新〈诗刊〉为何要发一篇“旧文章”》
（《文艺报》2024年4月8日）。之所以选择这篇
文章作“点”，引出对年度诗坛之“面”的观测，是
因为这篇文章身上有几方面要素，能勾连起当下
诗歌现场的核心关切。其一，是诗歌行动。
2024年作为诗歌“国刊”的《诗刊》进行大改版，
从上下两册合为体量更大的单本、系统性重新规
划栏目设置，显然是引起诗歌界高度关注的行
动，它“透露出诸多新鲜而意味深长的信息”，“关
乎一本传统诗歌刊物向现代化转型的系统性思
考与全方位实践”。这无疑是2024年诗歌界引
人瞩目的事件，因为“诗歌刊物怎么办”的问题，
自然牵动着“诗歌发展怎么走”。其二，是诗歌语
态。这篇文章有一处很值得注意的信息点，就在
题目上：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网感”的题目，虽然
文章内容本身是严肃、综合、具有学理性的，但其
题目却优先亮出了高度具体、日常的话题发起
点，显示出活泼的“交互性”和鲜明的“对话
感”——换言之，它给出的姿态乃至信号在于，我
们要学会用更具弹性的表达语态，来适应互联网
时代的文化生态，这不仅仅是“文章怎么写”的问
题，更涉及到诗歌创作生产传播全链条上的“语
态更新”“姿态进化”。它背后的大问题是，诗歌
如何在新的时代信息场上，有效与公共生活对
话。其三，是诗歌想象。所谓“旧文章”，是指《诗
刊》2024年第1期刊登在“经典诗论”栏目的头
条文章——叶嘉莹的《杜甫：集大成之时代与集
大成之诗人》。这篇文章要点有二：一是分析诗
歌与时代的深入互动关系，二是论及诗人个体如
何“集大成”。这二者都涉及到当下中国诗歌极
为核心的想象愿景和现实焦虑：我们时代的“大
诗人”在何处？面对“有内力、缺爆点”的现状，诗
歌写作该如何“破局”？文章还分析了百年新诗
系统内部的“五对矛盾力量”，进而提及当下新诗

领域的“内耗型系统”尤其是“内循环”问题，以及
打破僵局、兑现想象的关键所在。

总而言之，我们大概都能隐约感受到，当下
新诗在历经一系列“回暖”和“热度”、积累了繁荣
自信之余，也依然存在某种巨大的“滑翔惯性”，
成就背后有不满和焦虑，通畅驾驶的背后也存在
着“能量的不充分燃烧”。因此有必要建构一种
新的诗歌想象、诗歌意识、诗歌激情：它来自于燃
油的饥渴，期盼用更新形态的燃烧，带我们去看
更阔大的风景。

年龄的赛道

“燃油”的问题比较根本、也相对务虚，在这
里权且作为“起兴”的引子亮出。实质性的盘点，
还是要从“赛道”（版块、路径）的层面具体展开。
可供梳理的第一条“赛道”线索，是年龄的赛道。

当下中国诗坛一道典型且醒目的景观，就是
成熟诗人多代际在场，且持续保持活跃。2024
年，重要诗人和诗坛中坚力量继续展现能量，新
的作品层出不穷。比如，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诗
收获诗库”（吉狄马加《群山的影子》、雷平阳《夜
伐与虚构》、张执浩《咏春调》、津渡《苔藓与童
话》），由高兴主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双子座文
丛”第三辑（谢冕《以诗为梦》、华清《蜂拥而至》、
何向阳《提灯而行》、敬文东《一切轻薄如纸》、戴
潍娜《以万物为情人》），韩东主编、时隔20多年
后重新“复活”的“年代诗丛”第三辑，以及由磨铁
推出的“中国桂冠诗丛·第四辑”（作者为四位

“70后”女诗人，即西娃《熬镜子》、宇向《朝向圣
洁的一面》、巫昂《凡是我所爱的人》、尹丽川《混
蛋的好心》）等。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推出
《灰娃诗全编》，这位年近百岁的传奇女诗人在
2025年初离开了我们。林莽出版诗集《满月金
黄 悬于静水之上》，收录66首十四行诗，创作跨
度长达32年。李元胜《渡过自己的海底》收录近
年新作，胡弦《猜中一棵树》聚焦人与自然邂逅主
题，叶舟《江山北望》勘探河西走廊，古马《河西长
歌》同样注视西北大地的图景。沈苇推出《论诗·
二集》，《诗刊》社与中国言实出版社打造的“新时
代诗库”也继续推出牛庆国《哦，黄河》等新诗
集。值得注意的是，身份的增重和技艺的成熟，
并不必然导致创作的定型。一个例子是在2024
年初上市（2023年12月出版）的西川《巨兽》，这
本诗集收录了作者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重要作
品，尤其是收录了近年来大量实验性的“转型之
作”，从中可看出诗人在题材、形式、风格等方面
的线性演进和巨大变化，“自我迭代”的景观颇可
玩味。另一个例子是2025年第1期《扬子江诗
刊》头条刊发的何向阳长诗《碧色》，与以往的短
诗写作有了差异，细腻的女性感知力背后明显增
添了阳刚与阔大之气。成熟诗人的“新出发”与

“再生长”，是近年诗坛值得关注的景象。
同时，青年诗歌力量广泛崛起，在2024年继

续贡献“高光时刻”。2024年，《诗刊》社“青春诗
会”迎来第四十届。“青春回眸·青春诗会四十届
庆典”系列活动于河南郑州、开封、安阳三地举
行，年底《诗刊》社又在广东惠州举办了“青春诗
会四十届座谈会”等系列活动。从“朦胧诗”一代
到新时代青年诗人，历届“青春诗会”优秀代表的
同框出现，构成了超越年龄的共同体，勾勒出改
革开放以来汉语新诗的传承脉络，在历时性回顾
中也凝缩着当下诗歌现场的共时性图景。青春
与诗的结合，不仅跨越生理年龄限囿，也跨越国
界民族的区分。2024年，我们见证了“首届国际
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的举办。来自金砖
十国的72位诗人齐聚中国，参加学术对话、诗歌

朗诵会、同写一首诗等一系列活动，引发广泛关
注。诗会成果诗集《青春，如风有信》在法兰克福
书展首发。2024年，《诗刊》还启动了“我与‘青
春诗会’”故事征集。另一家青年诗人培养重镇
《星星》诗刊则推出了“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专
辑”，邀请茱萸等历届营员代表，讲述自己从校园
诗人成长为诗坛重要新生力量的故事。总体看，
各大诗歌刊物平台对诗坛新力量的推举愈发有
力，在此不妨引用王士强在《现状、问题与挑战》
一文中的梳理：“各诗歌刊物都很重视青年诗歌
群体，《诗刊》有‘后浪新声’栏目，《扬子江诗刊》
有‘新星座’‘青春散板’，《星星》有‘星青年’‘校
园榜’，《草堂》有‘青年诗人6家’，《诗歌月刊》有

‘新青年’……可以看出，各大刊物都很注重对青
年诗歌力量的‘争夺’”，或可补充的，还有《扬子
江诗刊》带有“今昔对照”意识的“80后诗歌大
展”栏目，以及《北京文学》的“星群”栏目。

身份的赛道

年龄问题，指向生命进程维度上的纵向赛
道。身份问题，则是社会结构维度上的横向赛
道。后一赛道的存在感，近年来愈发获得凸显。

过去一年中，一个醒目的现象是，来自各行
各业的诗歌创作者高度活跃，贡献出的作品不仅
量大，而且质量不断提高。最典型的样本之一是
王计兵。王计兵2024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诗集
《低处飞行》，2025一开年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并且继续着自己的

“出圈之旅”：他以“外卖诗人”的形象出现在王菲
新歌的MV里，并且参加了蛇年央视春晚。陈年
喜《炸裂志》、榆木《我在矿洞收集星光》等，也是
一线劳动者在2024年贡献出的重要诗集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王计兵在2024年第4期《人民文
学》发表了一组诗歌新作，这组诗里许多作品书
写的乃是乡居细节、亲情相处等，并不是局限于
狭义的“外卖员故事”，其艺术水准依然比较高。
这其实是一种启示：我们对各行各业（尤其是基
层行业）诗歌写作能量的关注，不是要靠“身份符
号”来追求“注意力效应”，而终究是要落实在文
本，强调的是来源不同、但彼此共通的诗歌创造
能量的广泛激发。

与行业领域相关联的诗歌现象，还有“新工
业诗歌”热度的持续提升。《诗刊》社继续开展“新
工业诗歌”研讨活动，李少君主编的《腾飞协奏
曲——新时代新工业诗选》出版，收录28位新工
业诗人的优秀诗作，是对这一诗歌新现象阶段性
成果的系统整理收录。2024年评出的第二届艾
青诗歌奖，资深客机驾驶员王峰获得主奖，快递
行业管理从业者王二冬获青年诗人奖，两人的诗
歌创作都属于“新工业”题材范围。此外，薄暮
《冶工记》等诗集的出版，都显示出“新工业诗歌”
强劲可持续的作品生产力。

在“行业身份”之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媒介
身份”。诗歌写作上，传统而经典的“纸质印刷身
份”，正在与全新的“网络数字身份”发生更多对
话和碰撞。“小红书诗歌”在2024年继续受到关
注，并且涌现出更多鲜明的诗人个体，例如焦野
绿（2024年出版诗集《我应该，我要，我愿意》和
《日子很好，我很我》）、隔花人（2024年出版诗集
《带着诗歌上街去》）等。这些诗人的诗作，主打
短小精致、贴近生活、轻松有趣，在形制和气质上
有些类似数年前在专业诗歌写作领域出现的“截
句”诗体，同时又更加年轻化，与网络媒介以及网
络话语表述习惯有更深融合。例如，这些诗作大
多会鲜明凸显随意感、强调当下流行的“松弛
感”，尤其追求“治愈”，甚至焦野绿诗集在宣发上

还使用了作者名字的“谐音梗”、亮出了“不蕉绿”
（不焦虑）的旗号。同样是从“小红书”爆火的诗
人，燕七今年也出版了新诗集《找翅膀的人》。燕
七不是狭义上的小红书诗人，也会在传统纸质刊
物上发表诗作，2024年她就在《中国作家》杂志
发表了组诗，但其精短、治愈、情感化的文本特
点，同样说明了“网络爆款”的内在逻辑。这是非
常有趣的诗歌现象和创作实践，并且相关作品已
在出版战绩上大获成功。诗歌出版人沉河曾在
一篇文章中列出具体数据，指出“小红书诗人”的
诗集常常可以卖到万册以上甚至十万册量级，

“说明了他的诗读的人多”，“而我们平时关注到
的诗人，哪怕获得鲁奖的诗人”，他们诗集的销量
常常“也只有几千册”（沉河《由一本书谈到“诗学
已死”》，见微信公众号“守界园”）。

销量当然不能等同于水准，也不能等同于更
长久时段内的“影响力”。但这类写作也的确能
给我们带来启发。例如，在尝试了解这几位诗人
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两个“文本周边现象”值得分
析。一是“融合性”，这些诗歌文本常与摄影、涂
鸦等其他艺术文本有深度结合，并且伴生着现实
中的创意性“诗歌行动”。二是“对话性”，这些诗
作多有话题感、强调共鸣效果，能引发讨论对话
热情；许多读者在小红书或豆瓣上自由自发开贴
讨论相关作品，有尖锐的批评、有热心的维护，匿
名网友广泛参与诗歌评价，评论水平未必多高，
但热情与真实性确实在传统专业领域少见。尤
其是其中有些判断标准和评价关键词，也存在着
与专业学术话语对话或相互激发的可能性。例
如，网友在评价焦野绿、隔花人等人的诗作时，常
常用到的一个核心词是“可爱”；那么，“可爱”的
概念，在学术话语里对应什么？我们要如何论述
当下受众对“可爱”的需求？这些不那么学术的评
价语汇背后，其实也都有学术话语的生产契机。
总之，这类作品与现象，其实都构成传统诗歌生产
的有用“参照系”，在“经典化”“专业化”的重点赛
道之外，我们对这类“互联网身份”的诗歌创作实
践，确实应该予以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观念的赛道

关注什么样的文本和对象、以怎样的心态和
思维方式去关注诗歌新现象、新群体，是实践问
题，也是观念问题。因此最后要简单提及的，还
有诗歌的观念赛道。

例如传播观念。近些年来，诗歌拥抱新媒体
进行跨界联合，通过诗电影、纪录片、网络直播对
谈等形式进入公众视野，在线上线下举办各类贴
近新时代公众文化生活习惯的诗歌活动，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2024年，各类诗歌活动继续保持
热度，并不断探索新的形式形态。2024年末，由
《诗刊》社和“为你读诗”策划发起的“一行诗能使
我们沉醉——十大诗刊主编联合直播活动”，较
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诗歌拥抱数字传媒时代的愿
望与实践。同时，诗歌界有意识地“开门、开课”，
主动面向更广大的社会读者介绍诗歌之美、交流
诗歌艺术。由《青春》杂志社开发的“青春课堂”
陆续邀请韩东、胡弦等知名诗人开讲，其中韩东
的诗歌课讲稿《诗人的诞生》已于2024年3月由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由《南方周末》开发、
7位诗人和评论家（欧阳江河、于坚、张执浩、张
桃洲、黄梵、西渡、陈先发）主讲的“南方周末诗歌
写作课”也于2024年正式上线。这些面向公众、
具有较宽社会覆盖面的诗歌普及实践，有助于提
升公众对诗歌的兴趣和认知、扩大诗歌的社会影
响力。与现代科技结合、推动诗歌作品多形态转
化传播，也是当下常见的诗歌实践。2024年长

江诗歌出版中心推出“诗歌音乐计划”，将诗歌与
AI技术结合，创作出别具特色的诗歌音乐作品，
截至目前已发布超过70期。

再如传统意义上的诗学观念。《诗刊》社与
《星星》诗刊、《绿风》诗刊在新疆石河子联合举办
“新诗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讨会，意在推动诗
学观念革新。与会诗人、批评家围绕“中国传统
诗脉与当代诗歌的现代化融合”“创作主体的‘人
民立场’与构建‘人民诗学’”“打造新时代‘史诗’
的难度与可能”“奋斗的诗意与创造的诗意”“‘新
时代诗歌’与诗歌刊物如何守正创新”“营建‘生
态诗学’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新诗译介现
状、‘民族性’与‘世界文学’格局”等多个议题展
开讨论。2023年轰轰烈烈的“未来诗学”讨论在
2024年继续推进，并结出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
成果：《文艺争鸣》杂志刊出“九十年代诗歌研究
专辑”，刊发张伟栋、李章斌、王东东、张光昕的论
文；《东吴学术》也推出了李章斌主持的“九十年
代诗歌研究”专辑。同时，与此一讨论相配套的
诗歌论坛、诗歌节和“拾壹月诗歌奖”也陆续推
出。在这里，向“九十年代诗歌（诗学）”的发难，
显示出诗歌和诗学“求变”的迫切要求，可理解为
试图重修姜涛曾言及的诗坛“十年变速器”动力
装置。当然，在所有热闹的诗学论争面前，我们
也依然要有强大的定力甚至警醒，以便随时察觉
那些把观念革新矮化为“重分蛋糕”“重拉圈子”
的哪怕最细微的风险苗头。

那么，定力来自何处？我想归根到底，还是
来自于我们对诗歌——以及诗歌背后的生
活——最本真的热情和最本初的爱。有两个例
子在此简单提及，权且作为这篇综述的结尾。一
是霍俊明2024年编选出版的《夜雨修书》。这本
书信集收入诗歌评论家陈超自20世纪80年代
初至去世数十年间与近百位朋友的重要书信上
百通，这些书信呈现出的是一种私人化的、因而
更隐秘也（或许）更真实的文学历史现场，许多细
节及观点构成了与现有文学史叙述的极富意味
的互文。而在学术价值之外，这本书更加动人也
更为本质的力量在于，它重现了一种基本已灭绝
的交流方式，以及依托于此方式的那种对诗歌的
诚挚热爱。看着当年的诗人们在纸页上长篇累
牍、多年如一日地往复谈论专业诗歌问题，那种
热情令我们感动，也多少会令我辈省思。二是谢
冕先生关于“天真/深刻”的言论。第41届“青春
诗会”发布会上，谢冕的“天真说”（从对青年诗人
尹东在诗作的认可谈起，相关报道及视频见《诗
刊》社公号推文《北大教授谢冕寄语青年诗人：不
要深刻，要天真，要纯粹！》）引起诗歌界广泛关注
（当然也有争论）。谢冕建议青年诗人回到自然
纯粹的状态，“现在诗写得太成熟了……不要一
下子追求深刻，要天真，要纯粹”。“成熟”“深刻”
与“天真”，在此当然不能仅从字面意义上作解
读。我个人的理解是：不要油腻、不要“装”，不要

“太会了”。现在的诗歌、乃至现在的文学，“会”
的人太多，但最重要的事情首先不是“会”，而是

“有”——要真正有感知、有热切、有活生生的痛
感和快感，有实实在在的话想要说出来。今天，
文学像许多行业一样产能过剩，我所能想到的最
可怕的事情之一便是，我们在书榜和期刊上看到
的，大量是“无话可说”但“特别会写”的作品。那
将意味着一代人心灵的枯竭。因此，最根本的，
乃是重建我们的生命感受力、重建我们对诗歌的
信与爱，重新以赤子的身份及态度站到艺术和语
言的面前。这是我们踏上一切“赛道”的前提，也
是远远超越于所谓“赛道”的事情。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理论研究处副
处长、副研究员）

通达的赛道与饥渴的油
——2024年诗歌综述

□李 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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