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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人们可以涂抹历史。
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历史是涂抹不了的。
有一天水落石出，历史的真实又会显露出来。
　　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在这些年里，我们不能不花很大的力气来为恢复中国新诗的历史真实做一
些清洗油污的工作。
但我既有的努力，大多数限在所谓的“现代诗歌历史”范围之内。
这篇《诗人梁上泉论》，将涉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诗史。
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人应当是中国新诗的这段历史的见证。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新诗的发展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亦即“新中国诗歌”的
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
回顾这四十多年的历程，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新诗有过两个繁荣期，一个
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另一个是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正是这两个繁荣期的诗歌创
作使新中国的诗歌史上显出了两个突起的波峰（它们已经像两座大山一样屹立在了新中国的诗歌史上
）；也正是这两个繁荣期的诗歌创作，突出显示了“新中国诗歌”的实绩和它有别于以往时代的中国
新诗的异彩。
　　无论从历史的本来面目论，还是从它的意义论，梁上泉以及和他先后升起的一批诗坛新星的出现
，都是新中国诗歌的第一繁荣期里最为引人注目、也最为重要的事情。
　　因为，他们都是在新的时代里从新的生活中走出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带给中国新诗的是新中国成
立以后的新的建设热潮、新的生活画卷，以及在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中闪耀出的新的人情美与人性美
，的确是唱出了新时代的新声。
　　而对于一个新的时代来说，它是需要属于自己时代的新声的。
因此，他们的出现，很快就引起了诗坛的注目，社会的注目，成为了那一时期中国诗坛中最耀眼的新
星。
他们的诗作也很快就被译到了国外，仅以梁上泉论，其诗作就有了日、英、法、意、马来、阿拉伯等
语种的翻译，并被视为“唱出了新的歌声的中国的青年诗人”。
　　应当说，出现在新中国诗歌的第一繁荣期里的梁上泉等一批诗坛新星创作，对于新中国诗歌的“
新声”形象的确立，是功不可没的，也可以说，正是这批诗人诗作的出现，首先向世界显示了“新中
国诗歌”的存在和它的新的色彩与内涵。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诗美创造的过程描述>>

内容概要

　　中国新诗的历史真实做一些清洗油污的工作。
但我既有的努力，大多数限在所谓的“现代诗歌历史”范围之内。
这篇《诗人梁上泉论》，将涉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诗史。
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人应当是中国新诗的这段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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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诗美创造的过程描述》获中国作家2009创作年会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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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诗人梁上泉论(代序)第一章 童年经验的文化选择一、北山乡村文化：苏区红色文化的影响与转型意义
二、达县城市文化：“国统区”革命文化的精英文化形态三、“平民化诗人”李冰如的影响与“文化
极化”类型第二章 早年诗词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一、山水审美：传统艺术文化精神的感悟二、社会意
识表现：传统诗歌现实主义文化精神的继承三、短小抒情诗：传统诗歌文化艺术形式的实践第三章 俗
化雅化，雅化俗化——与民间文艺关系初探一、早年与民间文艺的关系二、军旅七年前期曲艺创作及
其影响三、民歌的学习收集与新诗形式的运用第四章 成名期新诗的民俗积累一、成名作《阿妈的吻》
与民俗二、诗集《喧腾的高原》与民俗积累三、诗集《云南的云》等作品的民俗积累第五章 叙事诗艺
术结构形式的嬗变一、早期：古典叙事诗的模仿与民间叙事诗的学习二、成名期：现代叙事诗作品几
种基本类型的出现三、成熟期：情节型现代叙事诗的发展过程及代表作第六章 《红云崖》文类规范走
向清醒的构型过程——长篇叙事诗《红云崖》手稿比较一、从叙事诗(一稿)到叙事长诗(二稿)：创作
冲动的引起与构型意图单一的创作目的二、从叙事长诗(二稿)到情节型长篇叙事诗雏型(三稿)：构型
通俗化的语言策略与叙事情节连贯性的努力三、从情节型长篇叙事诗雏型(三稿)到情节型长篇叙事诗
文类规范清醒意识(四稿)的出现：构型雅俗共赏的语言策略与艺术个性第七章 散文诗实践的文体意识
一、《泡桐树三章》与散文诗文体意识的觉醒二、散文诗集《献给母亲的石竹花》及其手稿的比较研
究：“突破诗的约束”内含的文体意识三、考察梁上泉散文诗文体意识的意义第八章 剧诗·剧诗的现
代型与传统型一、剧诗：本质内涵的两种理解二、“借剧情来增加诗味”：现代型剧诗的文类经验三
、作为音乐文学的剧中的歌诗：传统型剧诗的音乐性及类型第九章 儿童诗：浅语的艺术一、抒情短诗
：抒儿童之情两种表述口吻的选择二、小叙事诗：渗进游戏精神的审美趣味三、故事诗：民间故事的
题材选择与说唱艺术形式营养的吸取第十章 现代格律诗实验一、现代格律诗文体意识非自觉阶段的若
干实验二、六行独节体式作为现代格律诗自觉实验形式的认定三、《六弦琴》：六行独节体现代格律
诗格律结构的实验第十一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旧体诗词创作片谈一、心路历程的诗化记录二、与新诗创
作同步的诗美创造三、诗书合一的艺术追求第十二章 音乐文学创作的民间影响一、曲艺创作与民间音
乐文化的继承二、歌词创作体现的民间音乐影响三、歌剧创作及其观念的民间音乐选择附录：附录一
：《梁上泉旧体诗词手书选》序附录二：梁上泉诗集《不老草》序附录三：能歌的诗——梁上泉歌词
印象后记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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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山水审美：传统艺术文化精神的感悟　　梁上泉早年旧体诗词尚存手稿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与
山水题材相关的抒情诗，计百余首。
这种寄情山水引人注目的题材选择倾向，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1）先生的引导
。
冰如先生主张诗艺实践从旧体起步，“写自己熟悉的事物，写自己真情所感的东西”。
当时梁上泉因为在校寄宿学习，生活空间比较狭窄，从教室到宿舍，从宿舍到教室，一切似乎都很熟
悉，生活美的发现与体验好像不那么随意。
李先生引导其鉴赏唐诗宋词，课余前后晨望、暮游，察四时之变化，品万物之盛衰，借以陶冶性情，
领略生活之美。
（2）20世纪40年代末，国共和谈破裂之后，反动统治者加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政治环境白色恐怖加
剧，密探、特务混迹于学生之中，说话稍有不慎，即可能被告密而惨遭迫害，“寄情山水”似可避祸
。
（3）李冰如家在达城西郊，自号“云水山房”、“凤鲤居”，翠屏山下县达中个人居处则称澄翠楼
，与达县的凤凰山遥相对望。
翠屏、凤凰两山处大巴山南麓，山峦起伏，松柏蓊郁，莽莽苍苍。
山下州河环绕金华坝，流向远方，水光山色极佳。
加之玉印山龙爪古塔耸立其间，岩下塔沱幽深，澄澈如练，翠屏戛云亭千年古迹增色⋯⋯达城山水之
胜于此可见。
另外，当时达城不具备欣赏园林美等自然美的条件，甚至因李冰如先生的爱好所限，对工艺美、建筑
美、技术美、服饰美与烹调美等达城社会美方面的欣赏，也没有引起特别重视，这样达城生活美的发
现、感受与品味，山水美情有独钟，人情美的体味亦常常与山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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