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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久辛：新诗的创作该如何面对
当下的新时代？梳理新诗发展的百年
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能够
流传下来的名篇佳作，都与新诗最初
诞生时有着同样的特征，即与我们这
个民族的命运紧紧相系。在我看来，
新诗的几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也都是
在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关头。进入新
时代，新诗的发展也进入了繁荣期。

具体到诗人个体，我们究竟应该
如何去理解时代、理解人民，并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好我们的诗歌
呢？我以为，要坚信历史与现实的因
果关系。循着世界大势和历史的逻
辑，追寻百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
热血豪情，一部中国近代史、中国革
命史，就重合叠印着展现在我们的眼
前。这些尘埋于历史中的人物事件，
是极其宝贵也是极其珍稀的，其中必
然蕴藏着人生精华和推动历史前进的
真谛。把它们提炼出来不仅是我们民
族的需要，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所以，要坚信历史的因果
关系，克服历史虚无主义，要坚信我
们的历史中蕴藏着伟大的史诗，正等
待着真正有才华的诗人去书写；其
次，我们要从生活的“表与里”的统
一上，来认识现实、理解生活。当下
新诗创作非常繁荣，而且大有继续繁
荣发展的趋势，我们要有把握和引导
它向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的能力。

自 2017 年春天以来，我读到了很
多贵州诗人投身扶贫攻坚一线创作的
现实题材诗歌。这些诗人把创作的目
光聚焦在自己生身的土地和普通民众
的生活中，和积极为脱贫战斗的先进分
子站在一起，并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
较之浮光掠影式的创作，这样的写作超
越了生活的表象而进入了较为深入的
生活内里的表达，我以为是具有文学价
值的。那些投入创作的诗人，可以说就
是我们诗坛当下的先锋。我认为艺术
的创造没有先后，先锋并不意味着先
进，后退也未必就是倒退。在认知上，
我以为要超越“先与后”之争，关键是要
从人世的生活中找到积极的因素，去粗
取精，发扬光大。

曹宇翔：随着时代的变化，军旅诗
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变化，但家国情怀、
英雄主义精神不会变。现在是科技爆
炸的时代，但再先进的武器也都可以理
解为人的四肢、目光、内心力量的延
伸。新诗包括当代军旅诗，书写的终究
是人的思想、情感、心灵和精神。

优秀的军旅诗能提升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精气神。优秀的军旅诗一定是
特色鲜明、元气丰沛的，气度、格
局、襟抱肯定与那些从纸上到纸上、
从观念到观念或者小情小调的同质化
写作有所不同。一个强盛大国的诗坛
上，不应该满眼都是哼哼唧唧、腻腻
歪歪、云山雾罩、无病呻吟之诗，而
应有自信豪迈、壮怀激烈的诗章。

同质化写作其实是无效写作。一
首诗若无新意，还不如不写。诗歌的
写作其实就是生命的创造。一首好诗
带有作者鲜明的生命气息，带着他的
体温和心跳，不论语言层面还是人生
经验层面，都有不可复制的独到特
色。好诗肯定来自生命、心灵，来自
命运和遭际。好诗大都有让人怦然心
动、光彩照人的诗句，包蕴着让人出
神但又不可尽表的复杂情思。这样的
诗句让人对生活、对这个世界有了更
深广的爱，让作者与其他诗人区别开
来。这样的诗人有着自己独特的风
格，一眼我们就能认出他的面容，叫
出他的名字。

姜念光：新时代的诗人应当明确
所承担的使命和责任，那就是记录、
书写、讴歌新时代，并回答一系列时
代课题；要从当代中国发现创作的主
题，捕捉创新的灵感，反映我们时代
的历史巨变，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
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
明德。

诗歌创作本身是很难的事，写作
新时代的汉语诗可能是更难的事。诗
人需要在已有的诗歌写作历练的基础
上，具有更深刻的思想、更深远的眼
光，要直面更辽阔的现实，处理更宽
泛的题材，需要理解、掌握和使用更
新的词汇，同时需要更高明的修辞技
巧。在我看来，新时代诗歌应当是现
实主义的诗歌。应以人民为中心，深
入观察、体验、思考当下生活，反映
具体的、生动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
实，并体现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书写新时
代，首先要认识新时代，在新时代这
个“大地”上，建立清晰的坐标系和
原点，使我们能够找到自己所应处于
的合适位置。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深
入现实生活，获取丰富的细节，积累
题材和素材，找到文学表达的基础、
我们写作的“大地”。

以什么样的角度和眼光来认识新
时代？这是另一个巨大的问题。有价
值的文学艺术创作，并不能仅仅停留

在现实表达与现实经验层面，而是要
创造出新的经验，要去挖掘人性的光
辉和精神力量，去生发对历史和未来
的远见。具备这样的言说能力和创新
能力，方不负新时代对诗歌的期望。

新时代诗歌需要有自己的词汇
表，建立自己的语言容器。这是对新
时代诗歌的要求，也是对新时代诗歌
写作者的要求。语言一事永远是诗的
本体论问题。新时代要求我们写什
么，也是在要求我们怎么写，这是一
体两面的事，不可分割。要根植于中
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学习、吸收、融
化古典文学的精华。表达中国气度、
中国风格、中国精神；要不断消化翻
译诗体。外国优秀诗歌是现代汉语诗
最早的启蒙者，至今仍然是上好的资
源；要善于吸纳口语，从中国当代现
实生活中、从当代体验中、从人民群
众的当代表达中，提取最鲜活、最生
动的语汇；要能够把社会流行话语、
政治话语纳入诗句，以其涵括性、丰
富性、确定性和巨大的文化容量，提
升诗歌的语言能量。

刘立云：当下诗坛对诗歌与时代
的关系问题，已经谈论得很多了。但
恰恰是时代这个多少带点水泥和钢铁
意味的词，让许多写诗的人露出了他
们的小家子气。小心翼翼避开时代写
作的人，觉得时代是个宏大、超拔和
生硬的概念，坚持时代写作，难免不
背离诗歌的初衷和本意；而主张贴近
时代的人，却无力揭示时代的本质，
往往把一些夸张的大词像膏药一样贴
在他们的作品里。我既不赞同逃避时
代，也不欣赏把时代当成标签贴在分
行的文字中。

我认为，坚持时代创作，是中国
诗歌必须完成的自我拯救；中国诗歌
唯有脱胎换骨，独树一帜，才能改变
如今已令人生厌的那种浅尝辄止和孤
芳自赏。问题是我们对时代的把握是
否准确？是否深入到了社会的内部和
核心？是否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
本质？而还原时代的本意，就是头等
重要的事情。必须承认，时代既是政
治的、经济的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概
念，也是哲学的概念。在古希腊，哲
学与文学是相通的，属同一个范畴，
共同追述生命的奥秘，都是关于价值

观、世界观的学说。换言之，我们对
时代的认识，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
我们的诗歌只有“恰到好处”地呈现
中国当下生气勃勃的时代风貌和精神
实质，对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
历史与现状做出自己的“公断”，才有
望改变长期仿造、移植甚至“山寨”
的欧化倾向，摆脱多年来平庸而缺乏
创造力的尴尬和窘迫。

我们用短短几十年走过了别人上
百年走过的路。但是，走着走着，我
们的灵魂慢慢地与现实拉开了距离，
精神世界逐渐跟不上物质世界变化的
脚步。对这个时代作出符合社会和自
然规律及逻辑的理解、判断和呈现，
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诗人的根本使
命。我们有比别人更悠久的传统、更
深厚的积淀，理应像我们的前人那样
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对文化自信
的践行，就包括着继承和创新。

用诗歌书写我们的时代，就是书
写人民的爱憎和苦乐、人民对未来的
渴望和憧憬。

峭岩：诗歌与现实主义的关系，
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发生着变化。
现实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客观描述的
事实，一种是心理事实。这里我要探
讨的是——材料的真实性怎样变成真
实的诗意？

这里就必须强调主导性。主导
性，也就是带有导向意义的艺术形
态，发挥引领、导向作用。一个人不
能没有灵魂，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国
魂”，一支军队不能没有“军魂”，一
个时代也不能没有“时代之魂”。这个
“魂”必然是正义的、刚毅的、宏阔
的，又是充满理想的图腾式的存在。

我不是反对“个人化”的写作因
素，而是反对极端个人化的写作形
式。因为它导致了心灵碎片的产生。
这些碎片总的来说，因为过于“个人
化”而缺少共鸣，不能成为别人的营
养，而只能成为消极的心灵废墟式的
产品。而这些废墟一旦堆积起来，就
可能遮蔽主流的声音。这种声音和观
念关乎创作主体对社会生活的整体认
知、对新时代精神的概括和把握。

在我看来，坚持主导性的意义和
价值，就在于可以使我们在多样化的
发展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在这里，我
们强调主导，但并不排斥多样，这是
全局的布局考量。新的时代为文艺
家、诗人们布阵了广阔而宏大的生活
场景。这是我们神往之地，我们没有
理由迷茫、消极，我们没有理由不歌
之、不颂之。总而言之，诗人的全局
意识或者说艺术格局始终是决定我们
能不能写出大诗、能不能写出真正的
时代史诗的关键所在。

曾凡华：在当下的诗坛,军旅诗人
是最具创新可能和爆发力的一支劲
旅。进入新时代,一大批军旅诗人继承
优秀的军旅诗歌的传统,创作出许多脍
炙人口、催人奋进的诗歌作品，在繁
荣中国诗歌创作、满足军人精神文化
需求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如
何在军旅诗歌创作中注入丰富的文化
信息、时代信息和现实信息,是军旅诗
人面临的严峻挑战。

如何突破现实题材的外壳,化解生
命表象的庸常，把眼光集中在具有普
遍性和重要性的大题材上，注意诗歌
中潜意识层面的元素，即可意会不可
言表的元素,使之与时代合拍,与阅读者
的心理合拍,或许是军旅诗创作更上一
层楼的关键所在。

诗歌高峰的攀登，需要对时代精
神的精确把握,也就是说要有更深邃
的思想理念、更娴熟的写作技艺、更持
久的创造力和才情,不能沉溺于私语
式的个体抒情,要有宏大的诗意呈现
才行。诗的经典性,只有在诗性的厚
度与宽度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出现，
是所谓厚积薄发吧。融媒体时代为军
旅诗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但由于鱼龙
混杂、泥沙俱下,也会湮灭一些好诗甚
至是经典的诗。机遇与挑战并存,真
正的军旅好诗定会“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李文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
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诗词
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相比于新体诗在弘扬时代精神上
具有的天然优势，中华诗词在紧跟时
代步伐、注入时代精神上，尤其需要
加强和提高。由于传统思维的惯性和
影响，那些努力用传统诗词艺术形式
反映新时代火热生活的优秀诗词作
品，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与激励；
而那些故意远离时代、抒发个人小情
小调的作品，却在一定范围内受到点
赞与追捧，以致误导年轻诗友的审美
追求。当然，个人艺术风格上的“大
江东去”还是“小桥流水”，抒发时代
情感还是沉吟个人情调，都属于创作
自由。但在社会主流审美价值取向的
引领上，必须理直气壮地弘扬主旋
律，讴歌新时代，同时又要旗帜鲜明
地提倡多样化，营造万紫千红的诗国
春色。

乘着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浩荡东风，中华诗词全面振兴与繁荣
的崭新局面一定会很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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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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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从 2016 年起，李鸣生数次往返珠
海，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调研，采
访了数十位当事人，拿到了很多第一手
资料，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写作，终于完
成了全景式反映珠海航展发展历程的长
篇报告文学《敢为天下先——中国航展
二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年 7
月）。
《敢为天下先》是我国第一部全方

位讲述中国航展发展历程的纪实文学作
品，李鸣生用史诗笔法全面记录了珠海
航展的辉煌历史。怀着对历史的反
思、对未来的求索，李鸣生将目光投
向为中国航展奉献青春和热血的人
们。从 1992 年 8 月珠海市委、市政府
一致通过举办航展的计划，建起中国

第一条四千米机场跑道开始，珠海航
展人筚路蓝缕、不畏艰辛，通过持续
的艰苦努力，最终使珠海航展发展成
为世界著名的五大航展之一。

在李鸣生笔下，航展是珠海一个
特殊的文化符号。每一届珠海航展都
吸引了世界各国航空航天界人士、军
政要人、各种贸易代表团以及国内外
众多记者和中国普通观众的到来，“珠
海航展”也因此成了珠海一张光彩耀
眼的名片。《敢为天下先》不仅真实地
记述了中国航展人敢领时代之先、冲
破种种困难、用智慧与热血创造的辉
煌历史，同时也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民
族敢于打开国门、追赶世界潮流的大
国情怀。

在《敢为天下先》中，李鸣生真情
讲述了一批在普通岗位上默默无闻、甘
于奉献的航展人的动人故事，记录了珠
海人敢领时代之先，冲破重重阻碍，用
毅力、智慧、信念征服困难，用航展人
永不屈服的热血不断创造新辉煌的历
史。正是有众多开拓者的呕心沥血、无
私付出，才使珠海航展从无到有、从小
做大、从中国走向世界。通过这些平凡
人的不平凡故事，李鸣生敏锐、准确、
真实地把握住了中国人民敢为天下先的
民族心理，把握住了中华民族敢为天下
先的时代脉搏。

读罢《敢为天下先》，我们不禁对
李鸣生心生感激，正是因为他的辛苦
创作，使得珠海航展的发展历史浮出
水面，让更多默默无闻的英雄故事走
向大众。同时，我们对他也心存敬
意，正是因为他的笔耕不辍，使得中
国航空航天事业被大众所知，为世界
熟悉。

李鸣生的文字承载了他对航展人
的理解与推崇，他坚信珠海这座海滨
城市，必将连同珠海航展一起，载入
中国航空工业和世界航空工业的发展
史册；而为之付出辛勤努力和心血智
慧的无数中国航展人，也必将深深留
在国人的记忆之中。

航展是一个国家在航空航天方面
最具实力的形象展示，每个国家的航
空航天领域几乎都体现了本国的高科
技水平，每个细小进步都标志着这个
国家文明的进步。近代以来，由于西
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
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面对苦难，
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而是挺起脊梁、
奋起抗争，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
了一场场气壮山河的斗争，谱写了一
曲曲可歌可泣的史诗。

一百年前，中国在世界科技博览
会上展示的是挖耳勺和绣花鞋。百年
后的今天，中国在珠海航空航天博览
会上展示的是卫星和飞船。《敢为天下
先》中的这些细节，无不真实地描画
了中国在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过
程中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敢为天下先》不仅延续了李鸣生

一贯的创作风格——细腻、真实、朴
素，而且突破了他以前写作的题材领
域，在高度上更加气势宏伟，在深度上
更加沉稳扎实。正因为对我国高科技工
作者所抱有的由衷的敬意，对中国航空
航天事业的深刻理解，李鸣生还原了珠
海航展这段光辉的历史，从而让这部作
品具有着不一般的文学价值、思想价
值、历史价值、时代价值。

沉实刻录时代精神
■李 舫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刘跃清的长篇小说《士兵凶猛》有
一个颇为时尚的书名，但却并非当下流
行的、类型化的“铁血小说”。作为新
生代军旅作家的优秀代表，刘跃清在这
本书里写的是他从军二十多年的生活积
淀，刻录的是曾经青涩的军旅青春。
《士兵凶猛》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普

通的连队，塑造了十几个有血有肉的
青年军人形象。作者以严肃的现实主
义精神观照笔下的人物，既书写他们
的崭新风采，也不避讳人物的生存困
境以及某些不良习气对他们的潜在影
响。这样的人物是可信的、立得住
的。另外，作者也浓墨重彩讲述了大
学生士兵朱继彪这样的故事，让我们
看到了一位朝气蓬勃、追求上进的新
型高素质军人形象。
《士兵凶猛》描述了基层连队日常

生活的基本样态。在情节方面，小说通
过个别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小戏剧”连
缀成整体故事。这些“小戏剧”基本上

是以爱情为关键词的。《士兵凶猛》塑
造了几位以队为家的士官，也写到他们
因为婚恋问题所遭遇的情感与现实困
境。
《士兵凶猛》对军人婚恋情感问题

的关注有其突出的现实意义，小说写到
了基层官兵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但作
品的总体基调是乐观向上的。连长数年
如一日坚守在岗位上，明知升迁无望，
依然带领全连官兵在年底获得了“军事
训练达标单位”的荣誉。士官“锤子”
尽管个人婚恋问题受挫，却依然把主要
的精力放在提高部队的后勤保障能力
上，精心做好每一餐饭。士官刘胜在退
伍前把自己的技艺悉心传授给朱继彪，
希望连队工作不会因为自己的离开而受
到影响。不管内心有多苦，他们都尽到
了作为一名军人的职责和本分。

当下，我们会看到不少关于当代军
营的文字和影像，而《士兵凶猛》则为
读者呈现出一个更加真实的军营，表达

了和平时期普通军人内心情感的丰富与
焦灼，也彰显了他们身上焕发的英雄主
义光芒。这样的军旅青春叙事是真实且
生动的，也是深刻而有力的。

生动有力的青春叙事
■郑润良

如果是匿名写作，我很难猜到《龙虾》
和《茉莉》这两个题材和风格迥异其趣的
短篇小说，竟出自同一位年轻军旅作家的
笔下。胡月发表于《青年作家》2019年 12
期的这两篇小说，充分展现出了青年作家
的想象力和趣味，当然还有作为军旅作家
的对战争与死亡的探索与思辨。
《龙虾》是轻快的、欢乐的、有趣

的，故事基于虚构，因而也是充分自由
的。胡月把龙王传说、鲤鱼跳龙门、诗
人屈原、端午节粽子、小龙虾……林林
总总都杂糅进这个短篇故事，让想象
力如天马行空般发挥，情节设置及后
续故事都是一个又一个意外，让读者
不断惊呼：越来越好玩！作者用力所
在，是故事如何合理转折和逐渐收束，
最后稳稳地停住。

游 戏 性 、娱 乐 性 并 不 妨 碍 文 学
性。《龙虾》的意义或主题并非一眼分

明，整体或者某些片段都可以做多角
度的诠释。你可以将它当做一篇逗趣
的童话、一则关于鲤鱼跳龙门的新传
说，或者一篇关于时下年轻饕餮者嗜
爱的小龙虾之起源的戏谑文字。甚至
可以将它看作一个长篇寓言，解读出
关于社会风尚的诸多隐喻：小鲤鱼偶
得机缘跳了龙门，化身成龙，烦恼也随
之而生，因为才不称名、德不配位，阵
脚慌乱、言行失范。所谓天道好还，不
虞之誉必招不堪之毁。当然你也可以
放弃对意义的追寻，纯粹当作一篇谐
趣文字阅读也无不可。

到了《茉莉》，则画风突变，作者的笔
触变得厚重且扎实。小说写抗美援朝期
间，一个志愿军战士在硝烟弥漫的死亡
地带的梦幻式回忆。内容沉重，主题也
沉重。四周都是枪炮声、血腥味以及腐
败尸体、朽烂草木的气息，“到处都弥漫

着战争的疲惫与荒芜”，主人公“我”在躲
避战火的间隙，在负伤转移的途中，回想
着往昔生活和久别的恋人，冥冥之中仿
佛闻到了茉莉花香。

对比是如此鲜明，死亡已近在咫尺，
而幸福遥不可及，这是战争带给士兵的
巨大创痛，也寄寓了作者对战争创痛和
生命意义的思辨。年轻的作者当然需要
通过历史资料和想象来重构那场战争的
场景，但作者对人物的设置和细节的描
写依然令人信服。

基于虚空的想象和基于事实的想象
是创作中自由度相差悬殊的两种心理状
态，年轻的写作者胡月能够在这两者之
间得心应手地换挡操作，实属难能可贵
的文学禀赋。《龙虾》和《茉莉》展示了她
丰沛的想象力和活跃的灵感，这足以让
她将生活素材转换为小说资源，希望她
永远不会丢失这神奇的文学魔棒。

寓言写作与战争思辨
■顾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