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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诗人雪潇要出版他的论诗专著，嘱我在前面写几句话。
本来，以我的资历、水平，并不具备为人作序的资格，但这一回却有点义不容辞。
我与雪潇同乡、同龄，上大学时又同在一系。
我只比他高一个年级。
他的宿舍就在我隔壁，平时却没有多少交往，很长时期里甚至不知道他写诗。
第一次注意到雪潇这个名字，是在家乡的一份小报上，具体的诗句记不清了，回想起来，似乎是一首
以清茶喻人生的短章。
也许未必是他的得意之作吧，在他后来赠我的诗集中也没有找到，但在当时，却颇给了我一点惊喜，
因而也就记住了“雪潇”这个诗人的名字。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这话听上去颇有几分夸耀的意味，但并不虚妄。
从历史看，“诗”确实和我们的文明有着太深的关系。
不必说《诗经》、《楚辞》，不必说李白、杜甫，就是在今天，在身边我们也常会碰到许多写诗的人
。
至于像我一样喜欢读诗的，更是随处皆是。
但自白话诗运动以来的中国新诗，所走的却是一条曲折的路，时至今日，就连专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人
也都不大说得清新诗到底已经历过几度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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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诗歌创作论》对现代诗歌创作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追本求源的研讨，多有独到的见解与发现
，既有对现代诗歌创作理论的深度思考，又有对现代诗歌创作可操作性技法的简明总结。
论述深入浅出，语言轻松活泼，适合一般现代诗歌的爱好者、创作者、研究者阅读，也可用于普通大
学中文系文学理论课及文学写作课的辅助教材。
对中小学语文教师进行现代诗歌的美育教学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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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世昌，文学创作笔名雪潇，1965年生于甘肃秦安，1986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甘
肃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
甘肃省文学院荣誉作家。
出版有学术专著《文学创作论》及现代诗集《带肩的头像》、思想随笔集《怅辽阔》。
本书是作者熔多年现代新诗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于一炉而写成的一本现代诗学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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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而言之，这一次的诗歌冷场，是最庄严也是最伟大最悲壮的冷场，因为它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
的民族，是为了抵抗异族的入侵。
而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是：我们不仅保护住了自己的民族，我们也保护住了自己的现代诗歌。
　　【中国现代诗歌曾经面临的巨大考验之二：建国初期的精神狂欢与十年浩劫的心灵重创之考验】
　　中国现代诗歌面临的第二个严峻考验即第二次冷场，应该说从1949年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一直持
续到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前后约30年。
这是一次更具悲剧性的诗歌冷场与诗歌撤退，因为这种冷，竟是因为情感的过热而引起的冷；因为这
种退，竟是因为要积极进取而形成的退。
　　1949年，中国人民终于结束了屈辱的历史，建立了自己崭新、独立、伟大的共和国，对此，中国
人确实应该感到无比的欢乐，中国的诗人们也确实应该为这个伟大的历史功勋而放声赞美。
于是，中国现代诗歌就进入了一个颂歌的年代——一个放声歌唱的年代。
于是，在旧中国以“夜歌诗人”而著称的何其芳，他现在就《放声歌唱》了，他写出的就是《我们最
伟大的节日》；于是，在旧中国的监狱中大写“给予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的艾青，也不再书写咒语
了，他写的就是《国旗》、《我想念我的祖国》⋯⋯连胡风这位新中国文艺忧心忡忡的理论勇士，当
时也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欢乐颂》⋯⋯　　歌声自然是越多越好，大合唱的赞美自然是最为激动人心
的赞美，于是，中国现代诗歌迎来了它又一次群众性的参与期。
人们开始制造诗歌的神话。
这种诗歌神话般的颂歌狂潮一直持续到浮夸至极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
上面架桥梁；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驶过不晃荡”；“麦秸粗粗像大缸，麦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壳
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
”类似这样富于“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诗歌作品铺天盖地，把这一个颂歌的时代推向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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