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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玉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
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读者》等刊物发
表小说、诗歌、散文、评论作品，曾参加《诗刊》第 24 届青春
诗会，先后获“首届屈原诗歌奖”“赵树理文学奖”“《诗选
刊》十佳诗人”“《都市》桂冠诗人奖”等国内奖项，出版诗集

《1970 年的月亮》《捕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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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从 我 开 始 从 事 诗 歌 创 作 ，已 经 过 去 30

多年了。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新诗的蓬勃发
展到今天，我既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所以，
今天我想抓住这个机会，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中国新诗百年的文本实验之旅。

我想以一首很著名的并且只有两句的诗
《一代人》作为开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在我看来，诗之所以为诗，之所以能与远
方放在一起，都与“光明”有关。人类，无论向
哪个方向走，都是要向着光明的。而诗恰恰记
录 的 正 是 这 个 世 界 上 闪 光 的 那 一 面 ，无 论 亲
情、爱情、友情，或者山山水水，无一不是我们
内心的光。为什么说诗歌是光呢？它在每一
个时期，都在引领时代的风尚。前一段时间上
映的电影《长安三万里》，很多人看过之后都很
激动，为什么一段与我们相隔了一千多年且虚
构居多的故事会让我们流泪？因为那里面有
光、有爱、有亲人。

什么是新诗什么是新诗

在 我 看 来 ，新 诗 是 相 对 于 古 典 诗 歌 而 言
的。大家对古典诗歌都耳熟能详，从《诗经》
《楚辞》到汉赋、汉乐府，再到唐诗、宋词、元曲，
经典作品很多。我主要就中国新诗这一部分，
跟大家做个交流。我国新诗的一个重要的标
志就是 1916 年 8 月 23 日第一首白话新诗《两
只蝴蝶》的发表，此后 1917 年、1918 年的两期
《新青年》杂志上，集中发表了一批新诗，从此
揭开了我国新诗的一场文本实验历程。

我之所以说它是一场实验的历程，是基于
中 国 新 诗 百 年 的 历 程 ，它 从 未 建 立 一 个 像 唐
诗、宋词、元曲那样标准化的文本形式。也就
是说，应该怎么来写、用什么形式来写、需要注
意点什么，直到现在对新诗也没有一个标准。

在我看来，诗歌是与我们内心最亲近的文
学体裁，与小说、散文、剧本、评论、随笔等其他
文学样式共同构成了文学的丰富多样性。读
小 说 、散 文 的 体 验 与 诗 歌 阅 读 有 着 显 著 的 不
同 。 比 如 徐 志 摩 在 1928 年 写 过 的《再 别 康
桥》，很多人平时在一些活动中都喜欢朗诵这
首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
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他这样一种简单
的抒情，就把读者的心与文字融合在一块，好
像自己长出了翅膀，也可以像云一样，轻轻地
飞翔。

我们来回顾世界文学史，好像全世界各民
族的文学都是以诗歌为开端的。在我看来，这
并 非 偶 然 ，应 该 说 是 不 约 而 同 的 。 我 曾 思 考
过，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也许就是因为
诗 歌 与 人 的 天 性 更 为 接 近 。 古 时 有“ 在 心 为
志，发言为诗”一说，在我们的内心总会有各种
各样的情感与记忆。这样的情感与记忆，如果
我们不表达，没有人可以知道。这样的情感，
这样讲述记忆的形式，就是“志”。这个“志”并
非“志向”，而是“记录”的意思。“记录”所见、
所听、所想，记录我与这个世界万物的相遇和
交流。而一个人有了记忆，总要与人分享，所
以文学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用来记录
的，也就是拒绝遗忘。诗歌因其特有的性质，
更容易把我们的记忆加以保存。比如李白的
《赠汪伦》，它讲述了与朋友惜别时的情景，但
如果李白不写，我们就不知道他有一个朋友叫
汪伦，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但因为
有了这首诗，我们还原了当时的情景。即使

是一千年以后，它依然就像琥珀一样，让后
来人得以看到。

几千年来，诗歌的形式不断变化。
《诗经》大部分是四言体，后来慢慢发

展到五言、六言、七言，到唐代达到
一种巅峰状态，由古诗发展成近体
诗，有了格律，有了标准形式。唐

诗 首 先 要 看 它 合 不 合 格 律 ，不
合格律就不能称为诗，这是个

基本层面，只有在合格律的基础上，才能再看
更高层的品和境。

新诗有别于传统诗词，绝不在于它把文言
变成了白话。文言形式本质是一种书面语，但
现代新诗恰恰产生于白话文运动，也就是说与
写一体。现代汉语与古汉语相比，没有严格区
分书面用语和口语，我们虽有诸如演讲稿、书
信、论文等书面形式的文本，但事实上，它与口
语 的 差 别 并 没 有 古 时 候 两 者 之 间 的 差 别 明

显 。 中 国 新 诗 最 典 型 的“ 白 话 ”文
本 形 式 ，导 致 了 我 们 在 读 的 时

候，不如读古典诗歌那样朗
朗上口，那样雅致。在

新诗发轫期，胡适、

徐 志 摩 、戴 望
舒 、卞 之 琳 等 一 大
批早期诗人深谙古汉语
的精髓，他们的诗是古代汉
语和现代汉语两套语言体系交
织在一起的产物。所以我们读徐志
摩或戴望舒写的诗时，仍觉得有古典语
言的美。当下的很多新诗，跟徐志摩、戴望
舒那个时代比，语言要更为接近我们的口语，
理解已经没有了难度。

现在有很多诗歌爱好者或者“网红”诗人，
写了一批非常“接地气”的诗，很多人读起来觉
得这些诗还不如自己说出的话精彩。这就带
来一个困惑，新诗从诞生到现在的百年间，它
的文本实验究竟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还需
要我们的后辈去评判。

新诗的困惑新诗的困惑

实际上，中国新诗百年抛给我们一个最大
的 难 题 ，就 是 很 多 人 一 看 中 国 当 代 诗 ，都 会
问，这是诗吗？

在很多人看来，只有五言、七言、长短句那
种形式的，读起来有平仄韵律、不配乐都很有
乐感的格律诗才能称之为诗。很多现代诗找
不 到 这 样 的 乐 感 ，因 此 无 法 确 定 是 否 属 于 诗
歌这种形式。如果说仅仅把“分行”当作新诗
的形式，那么分行处理的主持词、包装纸上分
行 的 产 品 介 绍 也 是 诗 吗 ？ 答 案 肯 定 不 是 ，那
么“分行”这种文本特征就不具备唯一性和辨
识 性 。 举 个 例 子 ，如 果 以 梳 辫 子 这 个 标 准 区
别男女非常容易，但事实上总有特殊情况，有
的 男 性 同 样 梳 着 辫 子 ，那 就 导 致 了 不 能 从 头
发 长 短 来 分 辨 男 性 还 是 女 性 。 同 样 ，我 们 也
不 能 通 过 分 行 来 区 别 是 诗 还 是 散 文 或 是
其他。

我 们 究 竟 应 该 从 何 种 途 径 来 识 别 诗 歌 ？
我认为，喜欢诗歌的人，是具有“喜欢美”这个
特 质 的 。 我 们 常 说 诗 意 的 生 活 ，这 里 包 含 了
大多数人对诗的朴素认知与理解。很多人都
会说一句话叫“诗与远方”，为什么会是把诗
与远方并置在一块，而不是说散文与远方、小
说与远方、美术与远方、雕塑与远方等等，在
我看来，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如：“我轻
轻地来，正如我轻轻地走，我轻轻地走，正如
我轻轻地来。”一诗，如果从字面意思来理解，
它毫无意义，但就是能给予你想象的空间。

很多人喜欢将无功利目的、纯粹抒发感情
的诗称为“无用之诗”，事实上在诗歌发轫期
并非如此。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 思 无 邪 ’。”《诗 经》一 定 是 有 用 的 。 孔 子 用
“不学诗无以言”概括了诗的作用。就是指一
个人如果不学《诗经》，就无法在正式的场合
说话。这个“言”并非一般的说话，而是指正
式 场 合 的 演 说 。 周 朝 时 期 在 很 多 隆 重 的 场
合，各诸侯国使者都要诵诗，以表明身份和表
达 对 周 天 子 的 敬 意 。 我 们 可 以 认 为 ，当 时 的
诗 是 一 种 国 家 层 面 的 表 达 ，它 是 有 用 的 。 再
说汉乐府，成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职责是采
集 民 间 歌 谣 或 文 人 的 诗 来 配 乐 ，以 备 朝 廷 祭
祀 或 宴 会 时 演 奏 之 用 ，所 以 它 是 社 会 层 面 的
表达。再说到唐诗，其中很多是赠予朋友的，
表达的是个人情感，因而达到了诗的巅峰——
个 人 情 感 的 表 达 。 探 究 其 原 因 ，不 论 是 国 家
层 面 还 是 社 会 层 面 ，都 只 能 有 一 部 分 身 份 高
贵 的 人 可 以 参 与 ，个 人 层 面 则 是 每 个 人 都 有
权利和机会参与到诗这一领域。

中国新诗是反其道而行之，从个人层面发
起。徐志摩说“我是一片云”，是单纯地表达

“我”的一种情感。后面，面对民族危亡，中国
新诗逐渐上升到国家层面，例如郭沫若的《炉
中煤》《女神》，以及艾青、臧克家、郭小川等人
的创作。特别是在全面抗战阶段，诗歌担负起
一种文化的责任来，呼吁全民族抗战，一致对
外，它肩负了一种社会乃至国家层面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也涌现出
一批这样的诗人，讴歌新中国，赞美社会主义
建设，同样也是一种国家、社会层面的表达。
改革开放后，中国新诗重新回到了以个人层面
表达为主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以朦胧诗兴起
为标志的。他们更关注个体的生命体验，善于
书写内心的感受，从一个小突破口进入了众生
这片很开阔的腹地。在我看来，个人层面的表
达是最复杂的表达，因为人性是复杂的，一个
人的情感状态是多变的，因此这个层面也是最
能体现人性的。

重新审视中国新诗百年的历程，最开始是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那段时期，以胡适、郭沫若
等为代表的诗人开始追求个人表达和自由创
作，摒弃了传统古诗的格律和题材限制。然后
是五四运动时期，大量诗人积极参与社会和政
治运动，并通过诗歌表达对旧体制的批判和对
自由、民主的向往。这其中以艾青、徐志摩等
诗人为代表的新诗派崛起，强调诗人的个人体
验和情感表达。

之后是抗战时期和新中国建设时期，新诗
成为了抗战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许多诗人通过诗歌宣扬抗战精神，表达
参与建设祖国的自豪。我们应该向闻一多、郁
达夫、郭小川等那一代诗人致敬，他们用诗记
录了那一段历史性的、改变了中华民族未来走
向的光辉岁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入了新
时期，社会的变革对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诗人们表达对现代社会和个人命运
的思考。此时期的新诗呈现出多样化的

形式和主题，包括抒情诗、社会诗、
自然诗等。

中 国 新 诗 的 诞 生 与 嬗
变 ，通 过 白 话 文 运 动 产

生 了 与 中 国 古 典 诗

词截然不
同 的 样 式 与
表达方式，然后经
过 百 年 的 文 本 探 索 ，
变成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的当代诗歌。

这样看来，中国新诗百年来的
文本实验是不是走得快了一点，甚至
说是走错了，这点值得我们深思。

新诗的阅读与写作新诗的阅读与写作

很多人说古典诗词那么美好，新诗却不知
道哪里好。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我们很小
的时候，或多或少、或自愿或被迫地都背诵了
不少古典诗歌，而现代诗歌除却仅在课本上见
到的，很少有人专门去读。接触得少，读不明
白这个问题就很好理解了。为什么唐代会进
入一个诗歌的辉煌时代，为什么唐代会写诗的
人远超历朝历代？因为唐代把写诗作为选拔
人才的手段。那么我们假设，当我们的高考语
文有写一首诗的题目时，我觉得用不了多久新
诗就能迎来一个巅峰。正是这种实用性导致
了这样一种反差。

也有很多人说，我懂中国古典诗词，但是
不懂现代诗。其实单从文本的字面意思来讲，
新诗其实更容易理解。《诗经》中有非常多的生
僻汉字和词语，没有注解很难读懂。反观现代
诗，即便未曾读过，其文字对大多数人而言仍
是可辨识的。若进一步要求解读，即便解读得
并不完美，也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还有一种情况，部分人认为古典诗歌博大
精深，对现代诗歌则持有否定或怀疑的态度。
其实，这种认知往往缺乏客观性。若一个人从
未接触过现代诗歌，又如何能否定它呢？这就
像 一 个 人 未 曾 品 尝 过 黄 瓜 ，便 断 言 其 口 感 不
佳，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这就说到了诗歌的启蒙教育问题，我们从
小到大，更多的是被引导去阅读古典诗词，而
现 代 诗 歌 在 教 材 中 的 呈 现 往 往 只 寥 寥 几 篇 。
虽然我们在课本中学到了《致橡树》《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但这些并不能满足我们对现代
诗歌深入了解的需求。教材的作用是普及知
识，提供的是基础性的知识。若要真正深入某
一领域，仅靠基础知识显然是不够的。

关于诗歌写作，我们应当尤其关注诗歌在
当前自媒体时代的创作现状。这其中不乏有
人过去从未涉足诗歌创作，但现在他们开始尝
试 以 诗 歌 的 形 式 在 自 媒 体 或 朋 友 圈 发 表 作
品。这种简短的貌似诗歌的形式，相较于小说
或散文更为流行，因为它们更适合在社交媒体
上分享和传播。即使只是简单的几句，也能得
到点赞和认可，进而组建成一个互相欣赏的社
群。然而，这种现象与传统的新诗写作群体有
所不同。传统的新诗写作群体主要由从小热
爱文学、接受过专业指导、参与文学社团活动
的人构成。他们在大学期间有机会发表和创
作 作 品 ，并 有 可 能 将 文 学 作 为 终 身 事 业 来 追
求，成为真正的作家。相比之下，网络虚拟社
群则显得更为松散，它并不是一个紧密联系的
文学社团，在这个群体中，人们更关注于点赞
和互动，甚至将点赞数视为衡量自己写作水平
和价值的标准。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扭曲
了诗歌写作的初衷，使写作变得更为功利和表
面化。因此，我们当下也应该关注在这个领域
进行写作的群体，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引导当代
诗歌写作的发展方向。

新诗的现状与未来新诗的现状与未来

目前，我国新诗的现状是有“诗言志”，也
有“诗言情”，有从烽火岁月走过来的前辈，他
们更侧重国家层面的表达；有经历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 90 年代的那一批先锋派诗人，他们
侧 重 对 诗 歌 新 语 言 的 实 验 ，对 个 人 情 感 的 表
达；有当下活跃在网络上创作非常口语化表达
诗 歌 的 人 ，他 们 的 作 品 可 能 乍 看 之 下 并 非 诗
歌，对此我们应当更为宽容一些，不能仅凭个
人喜好就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作为读者，我
们没有权力去限制作者的创作方式，相应地，
作者也不能强求他的作品必须被读者接受，这

实 际 上 就 是
一 个 文 本 实 验
的 过 程 。 新 诗 尚 未
形成统一的标准和共识
前，各种创作风格和理念混
杂在一起，这就是当代诗人群体
的复杂性。

作 为 读 者 ，我 们 应 当 去 读 什 么 样 的
诗呢？我个人的建议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一
种表达方式，就读什么样的诗。在当前的写作
环境下，文本表达呈现多元化，我们应当接受
并适应这种现状，因为我们很难预测未来新诗
的发展趋势。但是我认为，中国新诗经过百年
发展，要想达到唐诗那样的高度，那么诗人应
当更贴近人情与自然。因此，我期望当代新诗
能更多地关注情感层面，能够展现情感的纯粹
状态，无诉求、无目的、纯粹的感情流露。虽然
我们现在离自然越来越远，我们很难再写出唐
人那样的山水诗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自
然与心灵宁静的向往，正如“诗与远方”所表达
的那样。

我所希望未来新诗所能拥有的文本表达
是这样的，它包含有最佳的三种状态：一是情
感状态的表达，达到人情练达的层次；二是自
然山水层面的表达，达到人与自然更为和谐的
层次；而第三种尤为重要，是关于智慧的表达，
作 为 当 代 人 ，与 前 人 对 世 界 的 思 考 有 什 么 不
同？我们要把我们属于当代人特有的体验记
录下来，为这个时代留下智慧的表达和文本。
百年之后，当后人回望这段历史时，依然能够
通 过 诗 歌 与 我 们 这 一 代 人 展 开 精 神 的 交 流 。
如 果 我 们 做 不 到 这 一 点 ，我 们 的 新 诗 就 没 有
意义。

结结 尾尾

我同样以一首诗作为结尾：“你一会看云，
一会看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
近。”这个诗表达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状态。百年新诗的未来应是什么样的理想状
态？在我看来，它不应仅是一场文本的探索和
实 验 ，更 应 是 我 们 这 一 代 精 神 状 态 的 真 实 展
现。为此，我们可以让新诗的语言适当地回归
一点古汉语，让新诗的语言更凝练精致一些，
同时也让我们向自然回归一些。我们要成为
一个现代人，要创造现代文明，而不是做现代
文明的奴隶。

讲座地点：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主 讲 人：韩玉光
时 间：2023 年 10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