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归

挑大梁的还是60后诗人
叙述者：吴少东

作为60后诗人，我经历

了诗歌无比风光荣耀和现在

逐渐寂寞的两个极端处境。

上世纪80年代对于安徽的诗

歌来说，也是个黄金年代。

像走出去的简宁、叶匡政、本

土的祝凤鸣、杨键、陈先发、

包括我，都是在那个时代逐

渐走上诗坛的。

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发

展有着特殊的时代原因。随

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人们

呼唤诗歌艺术的回归，也渴望

通过诗歌这种心灵化的艺术

方式书写长期积压在内心的

不满和梦想。这些呼唤和渴

望交汇在一起，唤醒了几代诗

人沉睡或者被压抑的心灵，于

是形成了新时期诗歌的热

潮。安徽诗歌也差不多是这

个状态。

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

初，诗坛比较混乱，人们对经

济的追逐远超对文学的热

爱。于是，有很多诗人都停止

了写作，我也在内。有的人是

因为“江郎才尽”，有的人是因

为下海经商。直到现在，我们

那批一些小有名气的诗人，都

没有恢复写作。

从我个人来说，我已停止

写诗十多年。到2010年才开

始再次拿起创作的笔。那十

多年的时间，我对诗是采取回

避的态度，不读一切与诗有关

的文章，只看些散文随笔和欧

美小说。沉寂的时间里，对诗

的追求没放弃。当看到当时

一些诗放弃语言追求的现象

时，包括口语诗。所以我要重

新发声，展现诗歌创作的理念

和抱负。

我们这类诗人为被称为

“回归派”。其实能回归是件好

事，最怕的是回不来，把“武功”

废掉了。平心而论，目前在安

徽诗坛上挑大梁的，还是我们

这批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

人。

我认为，上世纪60年代出

生的诗人给当代诗歌带来了

新的气象和美学的可能性，实

际上，已经使安徽新诗的发展

脉络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扭

转。从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到

上世纪 70年代末期的“朦胧

诗”，安徽的新诗在诗歌程式

上，大致可以归结为一种有着

内在的美学线索的现代诗。

但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上世纪 60年代出生的

诗人”崛起和成熟，中国新诗

在线索和脉络上出现了一次

非常显著的转向。

当然我们也很关注年

轻诗人，比如许多余、红土

他们，我很乐于

为他们搭桥、铺

路，帮扶他们。

让安徽的诗歌

不断地延承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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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时光：别说木心那时候

了，我们小时候节奏也很慢啊。以前

去香港，就感觉，香港人节奏怎么这

么快，绿灯时匆匆过马路，大街上行

人的步伐频率都比其他地方的人

快。可是现在，我们自己的节奏也是

越来越快，早晨匆匆吃饭，然后匆匆

出门，匆匆工作，匆匆午餐，匆匆下

班，匆匆回家，匆匆睡觉……不过，这

并不是所有人的状态，总有很多人可

以让自己也慢下来。

林林大张：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嘛，快节奏慢节奏都是一种生活状态

而已。

柠檬不萌：我不喜欢快节奏的生

活，我觉得合肥的生活节奏还好，不

算快。

敏敏：为了生活，人们不得不快

节奏地生活着。

假如：我很喜欢早上起来出门看

到早餐店热气腾腾的样子。

小老鼠 ：说我不上进也好，我很

喜欢这样的慢节奏生活。

我爱时光流影：谁都想，但现实吗？

深海的星星：要是每个人都慢下

来，这可能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雨过天晴：技术发达，生活水平提

高，人的消费层次提高，节奏快了，竟

然没有那些可以让人记住的感觉了。

京城四少：很多人都喜欢怀念过

去，但过去的你又向往未来。最重要

的，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捂着肚子看球：推崇一种慢生活

的方式，现代人活得都太着急了，很

多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囫

囵吞枣就过去了。

我是笨鸟：来也匆匆，去也匆

匆。做自己喜欢的事业，在忙碌中匆

匆，不知道会不会越匆越远。

时光007：慢一点好，我喜欢慢，

叫我快也快不起来。

时光流影TIMEFACE网址：
www.timeface.cn

品读木心诗歌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从前慢》

在新诗的发轫阶段，安徽的诗坛是贡献了几

位杰出人物。比如朱湘、汪静之以及无为籍诗人

田间。

在新诗诞生初期数十位可圈可点的诗人当

中，有四人是缺一不可的。他们是郭沫若、徐志

摩、闻一多和朱湘。太湖人朱湘是上世纪二十

年代清华园的四个学生诗人之一，与饶孟侃、孙

大雨和杨世恩并称为“清华四子”，后来与其他

三子成为了中国现代诗坛上的重要诗人。在校

期间，他的艺术天分已经崭露出来，当时就是清

华校园的文学名人。1926年与人合办《晨报诗

镌》。1929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执教于安徽大

学。朱湘为人外冷内热，性情孤傲、倔强。一生

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离开安大后，南北奔走求

教职未果，心灰意冷，1933年12月自沉于南京

采石矶。朱湘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

汪静之早年求学于屯溪茶务学校，1921年

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由于深受“五四”运

动新思潮的影响，发起成立了有柔石、魏金枝、

冯雪峰等参加的，由叶圣陶、朱自清为顾问的

“晨光文学社”。1922年3月，与潘漠华、应修

人、冯雪峰等组织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

诗团——湖畔诗社。他的作品有《蕙的风》、《耶

苏的吩咐》等，其中诗集《蕙的风》1922年初版，

在全国掀起巨大反响。鲁迅很赏识他的诗作，并

对其作品给予较高的评价，曾亲自为他修改作品，

多次给他教诲和鼓励。“《蕙的风》的内容对于当时

封建礼教具有更大的冲击力，它的出版，无疑是向

旧社会道德投下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在我国

文艺界引起了一场‘文艺与道德’的论战”。

作为中国新诗的开拓者之一，诗人田间是

有独特魅力的。他是安徽省无为县开城镇羊山

人，1936年出版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 的短

诗集《中国牧歌》和以红军长征为背景，写农民

反抗斗争的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这两部

书都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作者险遭逮捕。

被闻一多称为“擂鼓诗人”、“时代的鼓手”。 他

写第一部诗集《未明集》中的作品时，还不到二

十岁。由于创作时距长达三四年，因此这些诗

作的情况也不一样。它们大多描写工人、农民、

兵士等受苦者的命运，含有真切的感情，又表达

了他反抗的愿望，也有一些则缺乏向往和希

望。在语言上，田间的诗作大多朴实明朗。

2014年7月，合肥隆岗圣马国
际影城，安徽本土诗人盛夏聚会。

这一天，几乎所有外地的、本
地重要的皖籍诗人们都到了现场，
不乏至今在中国诗坛上还是身挑
大梁的一流诗者。

于是，我们见到了大病初愈的
中国“朦胧派”代表性诗人梁小斌，
聆听了定居北京的潜山籍诗人简
宁的现场朗诵，发现了中国当代现
代诗潮重要诗人沈天鸿的身影，也
终于认识了曾被评论家认为上世
纪90年代最好的诗人之一、现居
马鞍山的诗人杨键，还有蒋维扬、
时红军、祝凤鸣、陈先发、吴少东、
庞培、罗亮等一大批仍在诗歌的世
界里坚守的人们。

看着他们彼此寒暄，说着久别
重逢的话语，聊起最近得意的创
作，突然觉得，在繁华浮躁的现下，
内心深处固执地为诗歌的灵魂安
家，是一种幸福。

我们觉得，在这样的时刻，应
该为告别辉煌、日渐寂寞的安徽诗
歌做点什么，所以，就有了本期的
策划，我们会告诉你：第一首白话
诗出自安徽诗人的笔下，推动中国
现代诗潮、以刊发先锋诗歌为主的
《诗歌报》在合肥的创办……原来
江淮诗人的故事这么多姿多彩。

张亚琴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上，绩

溪诗人胡适的《朋友》（后改名为《蝴蝶》）

刊登其中。其时，胡适正在哥伦比亚大

学求学，因思乡而写。自此之后，一个不

同于汉赋、不同于唐诗、不同于宋词、不

同于元曲、不同于明清小说的文体开始

出现。

这就是中国新诗的初始。

在这之前，胡适早在1916年，就开

始了用白话作诗。只是《朋友》是在中国

诗坛上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这首诗讲平

仄，讲对偶，行文自由，意象清新，诗意浅

露，格调不算高雅，但在当时封建禁锢几

千年余威未尽的情况下，的确是难能可

贵的大胆创新。所以后来胡适干脆把他

的白话新诗集命名为《尝试集》。

诗集取名“尝试”，是证明自己尝试

写白话新诗获得了成功。接着就筹划

出版，想引起人们的注意，求得对自己

实验成果的研究和评判，更想向人们献

上“实验的精神”，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进

行这种尝试。诗集出版后多次再版，胡

适曾请几个朋友帮助删诗和修改诗句，

修改诗句主要是想把诗句改得更像“白

话”。

《诗歌报》的创刊，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北大教授谢冕曾评价：“它已成为广大青年诗人

和更为广大的青年诗歌爱好者最可信赖的朋友

——在中国，恐怕很难找出第二家诗刊可与之

比拟的。”

当时，几乎所有重要诗人没有不在《诗歌

报》上刊发过作品的。《诗歌报》因此被大家公认

为“八十年代中国诗歌第一报”。

而它真正被历史所记载，源于1986年和

《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中国现代诗群体大

展”。在1986年，全国有 2000多家诗社和十

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

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将上世纪八

十年代中期的新诗推向了弥漫的新空间，也将

艺术探索与公众准则的反差推向了一个新的

潮头。至1986年 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

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

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庞大的诗

坛出现断面，“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1986年 10月 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

年报》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

派大展’”的第一辑与第二辑（分别为两个整

版）。10月 24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第三

辑（三个整版）。总计7个整版（新五号字），按

当时的统计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

个诗歌流派、1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

可以说，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成功，成为中

国新诗史上最重要的诗歌事件之一，这次大展不

仅冲破了当时对现代诗民间创作的禁锢，使一大

批不出名的青年诗人登上了诗歌宝座，还开创了

中国大规模诗歌展示与集结的先河，成为轰动一

时的文化事件。就在这次大展之后，全国各地普

遍掀起了一股“诗歌大展”的热潮。

从前辈的诗里读出皖人精神
叙述者：梁小斌

实事求是地说，安徽诗歌在历史上是出过成就

的。我是读着公刘、严阵、张万舒这几位前辈的诗长

大的。他们的诗，好多我都会背诵，并且读出了安徽

人不屈不挠的精神。

公刘生前曾向诗坛推荐过两位青年诗人，一位

是顾城，现已家喻户晓；另一位就是我。公刘是电

影剧本《阿诗玛》的作者，当时在安徽文联工作。

记得第一次见到老先生时，我非常没有礼貌地问了

面前的人：“谁是公刘？”谁知被问的人正是老先

生。他很客气地让我坐下，在交谈中我才知道他是

公刘。

对于很多年轻的读者来说，严阵的名字或许有

些陌生，可是这位上世纪50年代处于创作高峰时期

的他，被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推荐为“五大开国青年

诗人”之一。严阵是一位多产的诗人，“文革”之前就

已经出版了《江南曲》、《琴泉》、《竹矛》等20多本诗

集。当年，严阵看了我的诗歌以后，给了我好多稿

纸。那个时候的稿纸可不是现在的概念，搞到是非

常不容易的。让我第一次感觉把自己的诗歌在方格

子里面誊写清楚，带来的愉悦、神圣和庄严是无法形

容的。

张万舒的《黄山松》，我背得烂熟。这诗是他的

代表作。“谁有你的根底艰难贫苦啊，就从那紫色的

岩上挺起了腰；即使是裸露着的根须，也把山岩紧紧

地拥抱！”我们皖人就如黄山松之所以能够巍然耸

立，“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正是因为它“挺的

硬，扎的稳，站的高”。

人物

新诗的歌吟，从无比的荣耀到日渐的寂寞

故事

新诗发轫阶段
的皖籍杰出者

叙述者：简宁

绩溪诗人创作
中国第一首白话诗

叙述者：祝凤鸣

《诗歌报》引发的“诗歌地震” 叙述者：祝凤鸣

梁小斌病愈后首度返乡接受本报专访

汪静之行书七言联

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

事件

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