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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新诗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畅言——

新诗发展需厘清问题探寻出路
□本报记者 刘 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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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大赛拉开帷幕

中国新诗100多年来，新诗文体的边界尚有待进一
步明析确定，新诗成长过程中面对的问题也比较多，不
管是诗歌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还是社会精神与价值的架
构都是如此。日前，第二届“中国新诗论坛”在江苏苏州
太仓沙溪镇举行。此次论坛以“中国新诗建设：问题与对
策”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诗歌教育与经典化、诗歌
与时代生活、诗歌审美的基本问题等话题，展开了积极
有效的对话和讨论。

诗歌教育对新诗经典化有重要影响
诗歌教育与新诗发展和未来诗歌经典构筑之间有

什么样的关系？部分与会者通过对诗歌教育问题的思索
和探究，认为其对诗歌的阅读和传播、新诗合法性和经
典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新诗百年来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谢冕给予了高
度的评价。他认为，百年新诗，可以称得上经典的不少，
它们在等待发现的眼睛和发现的心灵。新诗的经典化，
取决于艺术上的完美和流传的广泛。

吴思敬认为，当下新诗发展主要面临新诗教育和新
诗研究两方面的问题，而新诗教育尤为重要。新诗教育
不仅仅限于学生和年轻人，而且还要面向全民。古体诗
之所以一直深受喜欢，是因为其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与
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有着比较好的继承，
而这正是新诗所缺乏的，因此这就涉及普及新诗文体知
识的问题。

何平以南京某中学高二年级的诗歌阅读为样本，推
广了一个“读同时代的诗”的诗歌阅读普及活动。他认为
中学阶段的诗歌教育对于诗歌的经典化有着重要的作
用，如果我们的新诗教育不包含教育界的诗歌教育，那
么我们的新诗研究就会成为书斋里的一门学问。他选了
14首和学生同时代的诗歌，以及一些有可能形成新诗名
句的诗歌进行推广教育。他表示，如何进行诗歌教育，是
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关于新诗的经典化，王彬彬认为，新诗的合法性与
经典化是互为前提的。到现在依然有人认为新诗是失败
的，新诗的合法性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没有这个
前提而去谈经典化就显得很矛盾，而只有相当一部分作
品经典化之后，合法性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林莽指出，中国新诗虽然很热闹，但弊病和不足依
然存在。比如知名诗人可读的诗歌不多，这就需要一种
诗人的自我要求。对于新诗的边缘化和被边缘化，他认
为有很多自身的原因，因此应该更多地寻找诗歌和诗人
本身的问题。

诗歌要在时代面前发出自己的声音
诗歌如何在一个转型巨变的时代成为塑造和改变

时代精神的重要力量，成为此次论坛讨论的核心内容之
一。与会者从诗歌的文化价值、公共性、大众化等方面，
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这一问题。

王光明认为，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不是在历史中

发出历史的声音，不是在时代面前发出时代的声音，而
是必须在历史和现实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诗歌之所以
成为诗歌，是因为它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不是
一个历史的见证者，而是必须和历史对话，提出自己对
于历史、对于社会的感觉和想象。

耿占春指出，重塑感受力，需要诗人重新感受到这
个世界的存在，回应眼下我们这个变动的世界。不能仅
仅把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来理解，而是应该历史性地
阐释诗歌的文化价值。

唐晓渡认为，当代诗歌和社会脱节，诗歌没有实现
自己的社会责任，诗人没有承担他的社会角色，尤其是
在牵涉到社会正义、良知、苦难等公共问题的时候。他因
此提出建构现代诗的“内在的公共性”：诗歌从一开始不
只是一种个体经验或想象力的表达，或一门古老的语言
技艺，它还是人类文明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维度。成为
启示性个人的诗人通过锻炼敏感、丰富而活跃的个体心
灵，或者“在一念之间抓住真实和正义”，来实现自身的
公共性。

何同彬回应了唐晓渡提出的“内在的公共性”。他认
为，内在公共性仍旧是缺乏公共性的，公共性作为启蒙
的前提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艺术问
题”。在真正有效的公共空间形成之前，艺术的私人性难
以彰显其可能作用于公共生活的积极功能。

新世纪诗歌的进步和问题
新世纪以来，新诗创作的美学面貌和诗人存在的现

实生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在多元化、开放性、创造
性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在艺术认知、形式实验、创
作心态、口语化、娱乐化等方面遗留下很多复杂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辨析和纠正。

罗振亚梳理了新世纪诗歌存在的问题：一是有分量
的作家、作品太少。一个时代的诗歌是不是繁荣，要看它
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诗人。二是很多诗人把创作当做
一种艺术体验，或者当成实验场，这样就导致诗这样的
写作是贫血的。三是民刊、网络的发展，既藏龙卧虎，又
藏污纳垢。四是诗歌向娱乐化、大众化、消费化方向发
展，媚俗化导致诗性的大面积消亡。

宗仁发认为，当代新诗中，故乡意识被强化了。诗人
们似乎都走在回故乡的路上，故乡在有意无意间走向了
雷同，诗人对故乡的书写却在共名的故乡中失去了个体
的独特性。如何转换观念、突出个性和独特性是个紧迫
的问题。

霍俊明表示，当下诗歌在许多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
的高度，但最缺乏的是一种诗歌精神和诗人形象。没有
理想和精神的诗歌可能也在愤怒、也在控诉，但已经不
能像当年的诗歌那样能够冲击我们的灵魂。当下的诗人
形象在共名的书写中模糊了个性，离诗歌和诗人真正要
承担的十分遥远。

马新朝认为新诗经过诗人们近百年艰苦的探索，已
经越来越自由和纯粹，更加接近诗的本体和本质，但民

众对诗歌的关心和热爱程度，不是越来越好，而是呈下
降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
样受到如此多的冷遇和误解。

依然有待廓清的诗歌审美基本问题
新诗经历了百年来的繁荣发展，但有关新诗的古今

之争、美学倾向、语言、地方性、概念命名等基本问题，仍
然需要进行细致科学的梳理和探讨。

韩作荣认为当前诗歌创作应该复活母语、沟通中西
诗学，他不赞同将新诗与旧诗两种诗体割裂开来。将新
诗看成没有脐带的舶来品是一种误解。新诗与旧体诗词
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内在诗学结构、诗性意义的追寻，
不同的只是外部形体、格律及音韵的区别。在古体诗词
中探源寻根，这对中国新诗诗体的创建无疑是颇为有益
的探求。

诗歌艰涩或晦涩的问题，一直是个聚讼不已的重要
问题。叶橹认为，诗歌创作中出现“艰涩化”这种倾向，不
能简单地认定其是一种有意地背离一般人欣赏习惯或
故意脱离群众、使诗歌走向“贵族化”的艺术行为，而应
当从诗人的生存处境来加以探索。一些进入深层次的对
人的生存处境的思考，常常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是这
些人根本进入不了的境界，故而产生艰涩之感。所以在
面对一首显示着艰涩意味的诗时，还是应当以宽容耐心
的心态来对待。

“张力”是陈仲义近些年诗学研究的重点，他认为在
诗歌创作中“张力”是诗语活动中局部大于整体的增殖，
诗语的自洽能力以最小的“表面积”获取最大化的诗意。
在这个意义上，“张力”是激活现代诗语的“起搏器”，是
通达诗语最短却最有效的入径，更是衡量优质诗语品质
的标杆与尺度。因而有无“张力”，是区分诗与非诗的主
要界线。

“地方性”写作或“地域诗歌”对当下诗歌创作有何
意义？何言宏认为，“隐逸与漫游”的生存方式及诗歌作
品中对风物、自然的亲近与护卫中显现出的与现代性的
精神冲突和紧张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精神，是一种
包括和体现于诗歌创作的主题话语、美学特征、诗学策
略以及诗人主体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姿态等诸多方面的
精神现象。

傅元峰认为，“现代汉诗”作为一个时间论域的概念
和“新诗”作为一个诗体的概念，其实它们存在着很多的
混淆。新诗的理论建设必须窄化，窄化的策略就是回到
新诗的“无韵”这样一个特征。“无韵”其实就是新诗的一
个独特性，只有把白话诗放到“无韵诗”这样一个地位之
后，它自身的诗体特点才会被反弹出来。

此次论坛由江苏省作协主办，《扬子江》诗刊社和沙
溪镇人民政府承办。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党组副书
记张王飞出席论坛。论坛由汪政和子川主持。参加论坛
的还有舒婷、张洪波、刘福春、晓华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
人和评论家。论坛期间举行了《新诗十九首——中国新
诗沙溪论坛推介作品赏析》新书首发仪式。

由何冀平编剧、任鸣和唐烨执导的2012年纪念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话剧《甲子
园》，在经过了认真的打磨和沉淀后，4月14日以全新阵容首次亮相。

《甲子园》去年演出曾创造了一票难求的火爆票房，此后，从编剧、导演到演员却
并没有止步。编剧何冀平在演出后对剧本又进行了加工、调整，作曲家王立平则重
新根据剧情谱写了主题歌，而蓝天野、朱琳、郑榕、朱旭、吕中、徐秀林6位老艺术家
则在演出后将自己的经验总结、传递给年轻一代。不拷贝老版，以排新戏的态度去
创作，是此次排演确立的方针。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排练，新版《甲子园》有了不同
于老版的气场。在演员方面，濮存昕、龚丽君、孙茜、张志忠、张万昆等中青年演员加
盟演出。

谈及此次演出，北京人艺院长、该剧艺术总监张和平表示，这个戏被“拿下来了，
留住了”。他说：“《甲子园》不仅仅是对人艺前一个甲子的总结，更是对后一个甲子
的开启。人艺要把这个戏传下去。”据悉，此轮演出将持续至4月26日。（徐 健）

中国作家网第七期网上学术论坛预告
议 题：韩少功与《日夜书》
时 间：2013年4月22日14:00-16:30
嘉 宾：张 柠 张志忠 刘 涛
主 旨：2013年3月，韩少功最新长篇小说《日夜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用作者的话说：“《日夜书》是一本描写知青一代人群像的
小说，从他们的知青年代一直写到现在，但重点还是这代人在
当下的命运。”本期论坛将就该书的内容及其意义展开讨论。

本报讯（记者 徐健） 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主办，杭
州市文广集团、杭州市文联承办的第 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大赛（东片）4月16日在浙江杭州拉开帷幕。在为期11天的
时间里，来自全国 22 家艺术院团的 18 台精彩大戏、12 部折
子戏将在杭州大剧院等7家剧院轮番上演，共有21名演员参
加“一度梅”的角逐，有1名演员冲刺梅花大奖。中国文联副
主席杨承志、中国剧协主席尚长荣、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
季国平等出席了开幕仪式。杭州市越剧院的参赛剧目越剧

《北地王》成为本次大赛的开幕演出。
参加此次东片赛区比赛的院团数量多、剧目艺术质量较

高，涉及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评剧、吕剧、楚剧、蒲剧、瓯
剧、平调落子等 10余个剧种，其中，瓯剧和平调落子的演员
是首次参加梅花奖评选。参赛演员均长期活跃在演出第一
线，既有国家级大剧院的，也有基层剧团的。他们常年坚守
舞台，为广大观众演出，练就了一身本领。值得一提的是，话
剧演员的比例较往届有所增加，北京人艺的王斑、国家话剧

院的袁泉、天津人艺的张艳秋等将携话剧《我们的荆轲》《简·
爱》《关系》等登场亮相。沈阳评剧院演员冯玉萍也将第二次
现场演出《我那呼兰河》，再次冲刺梅花大奖。据悉，东片大
赛结束后，西片大赛也将于5月6日起在四川成都举行。大
赛将持续至5月20日，进入终评的演员将以现场演出的形式
进行决赛，由终评评委通过现场观摩，差额评出本届梅花奖
获奖演员。

中国戏剧梅花奖是我国戏剧表演艺术和中国戏剧界优
秀中青年演员的最高奖项，创办自 1983年。今年恰逢该奖
项创办30周年。30年来，梅花奖共评出600余名获奖演员，
为培养优秀戏剧表演人才、繁荣戏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期间，梅花奖一直在不断改革与完善评选程序与办法。自
2009 年以来，梅花奖更是走出京城，以大赛形式集中举行，
增强了评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此外，本届大赛将实行低票
价运作，希望能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感受戏剧表演的艺
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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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年长篇小说好几千部，中篇短篇加起来，数
量也相当可观，也可以说很繁荣。不过，那么多小说却
难留下一两个人物。事实上，这么些年来，我们当代文
学人物画廊里就一直很寂寞。数来数去，还是新中国
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留下的那些形象。很长时期里，没
有什么新人加进来。照这样下去，我们的文学人物画
廊就快要关闭了。

文学是写人的，只有写人，文学才有魅力，才有力
量。但是要塑造能够留传下来文学人物形象，永远是
一个艰难的事情，永远是对作家的思想能力和艺术能
力的挑战。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都会自觉努力塑造
形象，要写出一两个鲜活的人物。从人物形象塑造成
功与否，就能评判出一部作品思想艺术品质的高低，可
以看出一个作家对文学规律把握能力的高下。同理，
如果一个时代的文学没能为我们的文学人物画廊增添
新的人物形象，那么，说这个时代的文学很繁荣，总没
有那么足的底气，总不那么让人信服。

当然，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作品多，能留下来的文
学人物总是很少。这种客观存在，不应该被当做现在
文学人物出不来的理由。实际上，我们现在文学人物
稀少奇缺，原因在于当下文学反映现实的本领不够用
了、失缺了。开始可能被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想过度忽
悠，以为现实主义过时了，写实技巧也可以丢弃了。所
以都去玩自我、玩观念、玩感觉。因为玩这些东西，可
以不用到生活中去体验，可以不必有深刻思想积累，可
以不必有严格修炼。以后玩的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只
会写自己，不会写他人了。失却写实能力，也就是不会
写人物了。由此，还发现我们的文学跟不上时代，有被
时代抛弃的危险了。

其实，时代总是不断给我们文学机会的。“中国梦”的提出，就是给
中国文学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也是扎扎实实塑造文学人物形象的绝
好机会。讲中国故事，写中国人物，让中国文
学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世界发生影
响，是中国文学新的历史任务。如果我们的
文学能够恢复努力塑造人物的传统，用一个
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表现“中国梦”，何愁文学
人物画廊没人？

本报讯 2013《民族文学》翻译
工作会 4月 15日在京举行。《民族文
学》主编叶梅，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
局长李建辉、总译审阿里木江，《民族
文学》副主编李霄明以及中国民族语
文翻译局部分翻译家、《民族文学》少
数民族文字版编辑等近30人参加会
议。与会者就《民族文学》蒙古文、藏
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 5
种少数民族文字版的翻译工作进行
了互动交流，总结了两单位4年来的
合作经验，分析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对扩大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队
伍、提高刊物翻译质量的途径和办
法进行了探索。会议由《民族文学》
副主编石一宁主持。

《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刊
发的内容包括汉译民翻译作品和少
数民族母语原创佳作，其中70%以上
是选译全国少数民族作家和汉族作
家近期在全国发表的优秀汉文作品，
还有国外著名作家的译作，是中外文
学精品荟萃的园地。翻译是刊物编
辑出版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早在
2009 年《民族文学》蒙、藏、维 3 种少
数民族文字版创刊之际，国家民委和
中国作协领导就商议达成共识，由中

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系统承担翻译译
审工作。至今，翻译局蒙、藏、维、哈、
朝5个文室已完成了《民族文学》5个
文版77期共计1000多万字作品的翻
译译审工作，来自社会各界的300多
位文学翻译家、翻译工作者及母语作
家参与了翻译工作。

经过翻译家、审读员和编辑的共
同努力，《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
的翻译水平迈上了新台阶，读者反馈
良好。蒙、哈、朝文版还积极与蒙古
国、哈萨克斯坦、朝鲜、韩国等国开展
文学交流，进一步拓展国外发行渠
道。如朝鲜文版翻译发表的小说《咳
嗽天鹅》（铁凝）、《向南还是向东》（益
希单增）、《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叶
梅）获得了由韩国语言文化教育振兴
院主办的金狮文学奖，其中《咳嗽天
鹅》获得大奖。获奖作品将结集为

《2013 亚洲小说选》在中、韩等国公
开出版发行。哈萨克斯坦《世界文
学》杂志专门介绍了《民族文学》哈萨
克文版创刊情况，转载了哈文版刊发
的优秀作品，目前已有《咳嗽天鹅》和

《丹砂的味道》（肖勤）、《透明的红萝
卜》《讲故事的人》（莫言）等7篇作品
被该刊转载。 （民 文）

《民族文学》翻译工作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颜慧） 前不
久，都市轻喜剧《我本善良》研讨
会在天津市儿童艺术剧院召开，
20余位来自京津的专家学者观摩
后现场为该剧“把脉”。与会专家
表示，该剧聚焦社会热点问题，以
浓郁的“津味儿”、时尚幽默的对
白、一波三折的故事架构，综合了
戏曲、舞蹈、曲艺、歌曲等多种艺
术形式，讴歌真善美，体现正能
量，是当下津味话剧轻喜剧的一
次创新与突围。

《我本善良》由天津人艺布叮
工作室负责人田雪导演、出品、主
演，近年来以《走火》《危局》《铁路
世家》等作品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天津
新锐作家李小重担任编剧。该剧以
私家侦探“亨特张”和他的助手“郭八
财”阴差阳错中误入白美美租住的房
间，意外撞见了快递员、房东大力姐
和白美美本人，在一系列笑料百出的
乌龙事件之后，假扮快递员的警察揭
穿了白美美的真实身份，剧情逆转，
从谐趣幽默转向人性善恶探讨，“我
本善良”的戏剧内核浮出水面。最
后，在几位主演与观众互动的劲歌热
舞中，全剧圆满落幕，演员的精彩表

演和贴近生活的台词赢得观众、尤其
是青年观众的欢迎。

据悉，为了让《我本善良》精益求
精，李小重每场演出后都会在现场认
真收集观众反馈，对剧本、台词悉心
打磨，并与其他主创人员一起对之后
的演出进行即时调整。正因为此，该
剧所具有的较高文学品质也得到了
与会者的充分肯定。同时，专家还
倡议更多优秀作家投身戏剧创作，
为戏剧艺术发展注入更多内涵、生
机和活力。

《我本善良》受专家好评

津味话剧轻喜剧创新与突围

本报讯（记者 王觅） 4 月 15
日，梁晓声新作《忐忑的中国人》在京
首发。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
新华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划的
该书直面当下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矛
盾和问题，准确地描摹了国人普遍存
在的“忐忑”心理，直面力陈中国社会
的根本性问题，观察敏锐，笔触精到。

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到《郁
闷的中国人》再到《忐忑的中国人》，
梁晓声近年来以一系列作品保持着
对中国人生存现状的关注。在此次
推出的新作中，他以坦率的笔调和到
位的思考，道出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和生活现状，并从根本上剖析了造成

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他看来，现在人
们在各方面都有着深深的焦虑感，比
如生活压力大、幸福指数低、价值迷
失、道德沦丧、信任危机等等，或许大
家的“忐忑”心理正是当下社会意识
的折射。掀开外面积压的阴霾、灰
尘，被覆盖住的真实已经满目疮痍、
样貌不堪。梁晓声在书中告诉读者，
要去学会和承受抵御时代的污浊和
浮躁，静下心来，去寻找那份来之不
易的真实。对于老百姓而言，脚踏实
地地活着，远离有毒的食品，吃上安
全的晚餐，看到一位跌倒的老人可以
毫无负担地去伸手扶起……这才是
实实在在的真实。

梁晓声新作

叩问国人的“忐忑”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