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诗词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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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文革”对民族与人民的危害，也结束了文化专

制主义，随着政冶经济的发展，带来文学艺术的繁荣。在“两为”方向和“双百”

方针的指引下，中华诗词在继承发展传统诗词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萌发与复兴；

加以大批离退休干部与知识分子的老有所学、有所养、有所为的倡导，大量中青

年不满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领域与精神文明阵地的冲击摇憾，拿起

民族优秀传统的武器，为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呐喊讴歌，中华诗词就重现高潮而

方兴未艾。在兄弟省市诗词组织特别是中华诗词学会成立的推动下，在我区已有

十多个诗词团体（桂海、中山、葵花、桂林、罗池、玉融、西江、春蕾、衔书等）

的基础上，1987 年末成立了广西诗词学会。三年来，在各地诗词组织大家努力八

方支持下，我们做了一点点工作。

首先，队伍是成倍地扩大了，全区诗词组织从成立时的十多个团体，刭 1989

年初为 25 个约 2500 人，到 1990 年末为 46 个约 500 余人。除了地市县以上外，

乡镇一级的诗社诗会（如邕宁县的南晓、四海，桂平县的思灵、青峰，金秀县的

七建、桐木，贵港市的春蕾、五湖、玉贵，北流县的勾漏，等等），亦如雨后春

笋地相继产生，柳州市、贵港市与邕宁、桂平、金秀等县都有三个以上的诗词组

织，邕宁县南晓乡就有两个诗社。以厂、矿、学校为主体的诗社也有一些，区党

校、教育学院、师范学院还有一些以班级为单位组成的临时诗社（社员毕业后就

常常是各地诗社的骨干）。北流勾漏诗社的成员主要是退休老教师，而陆川后生

诗社、贵港五湖诗社等则主要成员都是青年人，社长只有二十一、二岁，贵港春

蕾吟社的领导也是个青年人。多数诗社是老中青都有，钦州、河池诗社年龄是从

20出头到 80 多岁，90 以上的诗翁也有一些，融江诗社还有 14岁的女童。桂海、

葵花、柳州等地均有人着意培育了诗童；南宁还有 90 多岁的老太太十多里外赶



来参加诗会。有些诗社是依托工厂（如陆川水泥厂、贵港化工厂）、学校（如北

海、阳朔中学）建立起来的，而县乡诗社中，农民社员不少（合浦县桂粤边山口

镇有个珠山诗社 70%是农民，罗城、环江等地约占社员三分之一，边境乡还有农

民组成的分社），这样，我区的诗词组织在大部分地市、半数左右的县、一部分

乡镇已经形成了网络，正在努力迎接遍地开花、百社万人的局面。在文化教育并

不很发达的广西，应该说诗词是显出了它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

其次，诗词的创作、出版、交流、竞赛等活动，正在逐步繁荣昌盛起来，从

广西诗词学会本身来说，虽然由全区团体会员创作选编的刊物只出了三、四期，

但学会的通讯还是比较及时地起了应有的作用（已出九期）。全区诗社，几乎全

部以诗刊作为显示其存在与水平的主要标志。由于种种客观因素以及诗词创作本

身的某些特点，能够定期按时出版发行的不多，但坚持五年（如桂海、葵花、桂

友、罗池、万花楼、西江、春蕾等）以至十年以上（玉融、西江诗联）的却不少，

这些诗刊，大都以主要篇幅反映现实，鼓舞人民，讴歌伟大时代，弘扬民族优秀

传统，而针砭时弊，剌露颓风的力作，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它们对繁荣创作、推

动唱和、广交诗友以及开展学术研究各方面，都起了应有的作用。刊物的编辑、

通联、评奖、出版、发行，往往都是两三个人甚至只有一个积极热心的同志（如

葵花、西江和我们诗会的《通讯》）不计报酬忘我地长期地坚持工作，他们为开

辟和耕耘我区诗词园地建立了莫大的功勋。反之，个别人为名利谋私所囿，却给

团体与诗坛，增加了许多意外的挫折与困难。经费困难是普遍现象，因而多方“化

缘”甚至自掏腰包的也不少。有些诗社初建，常常用油印甚至手抄使“创刊号”

面世，也有些主要通过墙报、黑板报的方式出版（这在乡镇圩集是个好形式）。

创作成果丰硕的诗家，如林克武、莫乃群、廖联原，吕梁等，近年来都出了专集；

不少同志还出了大力为本社本地历史、风光等编了各种选集，如桂海、桂林、柳

州、金田、南宁、玉林、伊岭岩等，有些已经出续集、三集……，许多诗刊都辟



有“雏风夙新声”，对青年作者鼓舞极大。

再次，广西诗词学会和各地诗词组织的领导骨干，虽然多是挂冠无职，几年

来都专程或兼程地深入县乡、联系诗友、座谈讲学、带头唱和，这对全区诗词活

动的发展与提高都起了相当作用。例如我们诗词学会的会长、秘书长与常务理事

们，都多次到桂林、柳州、百色、北海、玉林、融水、桂平等地，参加座淡会、

成立会、讲学赋诗，罗池诗社的领导还应邀出席了融水宜山等县的诗词活动。除

了参加中华诗词学会的两次会长会议外，多次派人或应邀参加广东、海南、湖南、

河南等地几次诗词研讨会的活动，汪民全还得了屈原杯和封缸酒杯两个一等奖。

1989 年横县秦少游纪念学术活动及其后接待 26位区外诗友造访南宁，都收到较

好的效果。各地诗社在节日庆典时，都单独或联合（多与书画界）举行吟咏活动。

区党校学员的朗诵会，区教育学院师生的吟唱会，桂林与梧州一些诗人多年来坚

持每月一次雅集，都为诗坛增色不少。显然，我区诗词界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许

多地方已经成为人大、政协文化活动与文联、社科联等组织与工作的一部分，为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一点贡献。至于桂林、玉林、钦州等地的

培训、函授班，各地诗家为老年大学讲课，有些诗社或诗人同海内外保持有益的

交往，其意义作用，这里就不多说了。

当然，我们的诗词活动，在蓬勃发展和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不足的地方是很

多的，失误之处也有一点，最主要的是在创作与研究中，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的

责任感还显得相当薄弱。某些地方对传统是继承守业有余（还不是普遍的）而批

判创新不足（这却是较普遍的），因而，使某些有志于诗词事业的同志，有沉闷

停滞、举步不前之惑。有些同志只考虑个人创作与欣赏的自由，却没有同时或更

多地考虑到编者与读者群众选泽与取弃的自由；有些青年对此感到老气横秋、兴

趣不高；有些部门觉得可有可无、聊备一格；更有些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带着

镣铐跳舞”，长此下去，诗词活动就难以进一步发展提高，甚至存在不进则退、



后继无人的危险。为使现有的基础不致动摇，未竟的事业能继续前进，我们要做

的事情很多。根据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三大作风，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和近年来几次

中央全会的精神，我认为，当今中华诗词的当务之急是：

一、要大力改革，其重点不在格律形式而在思想感情与题材意境（内容）。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间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前进的，而形式主要是由内容决定

的。我们对待历史传统的态度，向来是批判继承、革旧创新、去其糟粕、取其精

华的。时至今日，我们诗词的创作研究活动，一定要突破古典诗词历史的、阶级

的与实践的局限性，面对现实、脚跟时代、胸怀祖国、情系人民。不能都是吟风

赏月、吊古伤怀、玩世傲物、庆贺酬酢，只求闲情逸致，工稳典雅，滥用陈词腐

语、生辞僻典，以因循的形式掩盖苍白的内容，用浮华的辞藻代替深邃的思想。

我们如果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实践和群众就会抛弃我们，这不能不说是一些诗

社找“挂靠”难赞助少，甚至招来“带镣铐跳舞”等物议的重要原因。实际上，

我国诗词从古到今，由诗经、楚辞、汉赋至元曲，首先是时代内容与人民实践的

不同才引起形式格律的变异；认为只有唐诗宋词才是传统或正统，只是一种误解。

历代的大家名作，都是以感人的内容而并非以惊人的形式传世的。李白的《夜思》

与崔颢的《黄鹤楼》（特别是前两联），都不符律绝平仄，都千古传诵。当然，我

们说要以内容作为改革的重点，并不就是要出题目、定范围、提口号、设禁区（对

反动腐朽者在外），而是应该贯彻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尤

其是“突出主旋律、发展多样化”（文化部长贺敬之最近提出的）等一系列的方

针。按照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我们的诗词应该

是充分发挥教育、认识与审美（文化艺术并无“娱乐”功能）的功能，宣传社会

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素质，增强民族的

自尊心和凝聚力。应该注意的是：主旋律同多样化，“二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

方向同“双百”方针，都不能对立起来，也不应平列起来，前者是重点、前提、



核心；借口“双百”去冲击与淡化“二为”，用“多样化”来淹没或压倒“主旋

律”，都是不对的。

以我们诗词学会主编的《广西诗词》一至三集为例，在 965 首作品中，除青

年新作 50首外，反映现实、突出“两为”的 404 首（其中针砭时弊的 38首）约

占 42%；纪游叙事、吟咏山水的（多具地方民族特点）343 首，约占 36%；悼念追

忆、酬酢寄怀的 68首，约占 17%。由于我们几年来宣传跟上时代、贴近生活的结

果（中华诗词学会某次征稿中也表示过不征应酬诗和旅游诗），总的说来，我认

为还是差强人意的。问题是对照创刊号来看，第二、第三集中旅游诗和寄怀诗（内

容符合第一类的已归一类）显著增加，两者相加，也大大超过了反映现实的笫一

类作品（第二集是 190:130，第三集是 192:131），其中

虽然还有不少优秀之作，但冬咏梅、秋咏菊、马年颂马、龙年颂龙，套用陈

词，鲜有新意的平庸之作比重较大。各地的诗刊诗集是否大体如此，值得大家很

好研究，虽然颓废、庸俗、空虚、自赏、唯我、崇洋等内容，经过一再筛选，刊

物基本上是没有了；但描述自然风光多于社会现象，歌颂平庸事物多于针砭时弊，

评论历史功过多于当前经教，缅怀过去多于展望未来，以至过多的主观自我显示、

个人恩怨牢骚等倾向还是存在的。

要贯彻“突出主旋律，发展多样化”的方针，首先在办刊、选集上，编者与

作者有了共识，然后逐步取得读者的共鸣。编排应以内容而不以格律或姓氏分栏；

编目以《长征》、《娄山关》，而不以七律、忆秦娥作为主题；质量标准也要求得

大体上的一致。在学校诗词课文讲授、各种培训班的函授面授中，在有关诗词创

作读物以至对青年初学者的发现、培育、辅导、带领中，也应本着“先讲诗情、

后言诗律”的原则。在唱和吟诵活动上，除了春节、端阳、中秋等节日外，不访

也在元旦、五一、七一、十一等时机举办一些；组织采风，在访问风光、古迹之

外，是否也要到工厂、矿山，农村、市场，访问一点二百万户和十万元户？在另



一些活动中，是否逐步以“今诗”代替古诗作为范本，这洋，也许可以较快的步

伐，走出“厚古”、“泥古”的圈子。柳州市诗词界一方面组织作者深入厂矿去创

作“工业诗”；另方面，又在刊物（《励进》）中尝试运用现代语音的改革，是值

得效法的。

在大体上弄清楚传统诗词或中华诗词“格律诗词”不同的内函之后，我们才

有可能搞清楚继承什么和如何改革。必须承认，从诗经到元曲、明青诗，传统是

十分丰富的，但唐宋诗词又是传统诗词发展中的一个高峰，它在审美意义（而不

是在教育或认识意义）上迄今还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因而，对格律形式的改

革，我以为还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去革新，最好是在掌握格律的过程中逐步求得

对唐宋格律的突破。这样，才能雅而不古、俗而不庸。初学者不愿花点苦功去学

而匆忙地要破，十之八九是会欲速不达的。

二、要积极发展，除了诗词本身内容形式要求多样化以外，还要加强横的联

系，特别是寄希望于中青年作者与活动家。我们诗词基层组织的某些刊物，有些

用适当篇幅刊载诗歌（自由诗），这有利于彼此学习交流，共同借鉴发展，应该

继承坚持；但不要强求放弃本身特点来实现“结合”（能否结合和如何结合，可

能还是比较遥远的事），更不能以“统一”“最高集会”之名，打算并吞或凌驾于

对方。根据几年体验与一些“诗联社”的影响成就，我认为诗词要真正深入民间，

要组织更多工农劳动群众，楹联是一个很好的纽带或桥梁。我在环江、罗城等县

的村镇看到家家几乎都贴有对联，而且有一些是结合实践精心写作的长联；这些

联语的创作者也多是诗社的农民社员。诗词同楹联一道，不仅进入过年节、办婚

丧的寻常百姓家，而且遍布文物古迹、名胜风光、革命遗址、园林庙宇，同旅游、

宗教、考古以至统一战线等活动联系起来。从一些诗社的组成状况看，在部分诗

人中，对书画金石有兴趣与才华的不少；诗词同书画联谊，不仅自古已然，而且

在许多集会活动与刊物编印以至在和区外、海外交往中也更显得丰富多采。如果



能在改革创新方面互相有所启迪促进，那就相得益彰了。比较薄弱而有待大力开

辟的园地，还是在同歌舞剧或音乐、戏曲、曲艺联系等方面，许多优秀的传统也

待继承与发扬。当前，诗词组织与刊物，应该更多地向这向这些领域开放，同它

们的创作、表演与与爱好者联系。目前有些流行歌曲或通俗音乐的内容十分贫乏

无聊，对祖国语言的纯洁性与表达能力处处都起着“促退”的作用，它对青少年

中文盲、乐盲、美盲的影响实在不可低估。作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意识形态和

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诗词活动或诗词事业，如何通过本身的改革发展、

开放联合、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争阵地、争群众，提高欣赏能力与审美情

趣(是熏染陶冶而不是消遣刺激)，以至逐步改变文学艺术的阶值观念（是奉献不

是索取，是服务不只是求美、求乐），实在是一件刻不容缓而不能漠然视之的事。

传统诗词作为审美对象或写作范例进入中小学课堂，亦非一朝一夕之事；大

专院校中中国语文、古典文学、现代汉语、古汉语、写作以至专业文言文（如中

医学）等专业的课程，也都直接或间接有诗词介绍或欣赏的内容。我们诗词组织

的成员，不少就是这些学校的教授、老师，应该十分重视与借助这个阵地，扩大

诗词活动的领域，使诗词为祖国语言文字的发展和优秀遗产的继承服务。更重要

的是把诗词的“欣赏课”兼作“习作课”，把通过教学培育诗词新秀这个重任担

负起来。人类社会的未来在青年，中华诗词的未来也在青年。如果我们的事业只

靠几个“老人家”来搞，没有接班人，组织领导上形不成年龄的梯次，那么，所

谓诗词的历史作用，继承发展，改革创新，都会落空；我们的努力会失却目标，

没有前途，“其主也不永”！幸而，这项工作已经有了个好的开头。1990 年 3月，

我们在南宁开了一次座谈会，请区党校、教育学院、艺术学院的三位老师现身说

法，介绍了“九步法”“三重任务”“八个角度”等教学经验，几位同学也谈了诗

词写作入门的苦与乐。仅在党校 11 个班次 546 人（多数是中等文化程度的基层

党、政、工、妇干部）中，依靠每届 21 个教时，就培养了大量的青年作者，写



出作品一千多首，开过几次朗诵会，印过多集的诗刊。这些，都载在诗会的《通

汛》第 6 期，请大家参阅；特别请各市县和中学高年级教师们考虑，哪些经验可

以仿效推广。桂平青峰诗社坚持培育青年作者十多年，每月面授两三天，桂林、

玉林、钦州都办有函授面授约学校。其他培育工人，农民青年诗人的渠道、方法

还很多，希望各地注重总结经验，介绍青年自己学诗写诗的切身体会。当然也要

严守吸收会员或团体会员的条件，防止青年们沾染骚坛的行业不正之风。诗童的

发现培育直得重视，但不要捉刀代扈或揠苗助长．区外、海外的联系搞得好，作

用是重大的；但有时需冷静持重，不必来了诗就排在篇头，不要“以权谋私”，

利用编辑方便去搞“诗诗交换”，不要弄不清背景底细就滥聘顾问社长，更不能

未经请示批准就“结盟”，去商讨“两岸诗词大统一”。

三、要着眼提高，主要依靠学习交流尤其开展评论，首先是对当代作品与作

家的评论。如果说，改革与发展这两件事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传统的具体化的

话，开展评论就是要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一点，在我国诗词发展历史

上是有着丰富的优良传统可供借鉴的。批判性、战斗性是离骚传统。历代诗品、

词话，可以统计的就有四百余部，经过清代何文焕的辑选，比较系统而有代表性

的就有 27 种。否则，李白、杜甫也难于出来各领风骚若干年。当前，比较起创

作来，评论是最薄弱的环节；也正是主要由于评论的薄弱，影响了创作的应有丰

富与提高。由于前几年“大气候”的影响，对现代当代作品或作家指名道姓地批

评，似乎还比较困难，但困难终须克服，才有利于提高。目前即使有一点评论，

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对传统诗词落套重评的多而对现代诗词独到新评的少，赞扬

歌颂锦上添花的多而坦率诤言雪中送炭的少，抽象综合议论的多而就诗词各个侧

面专题具体探讨的少，对不同意见也是各说各的多，而交锋争论、追求真理以推

动创作的理论与实践的少。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些现象。

《广西诗词》三集共载论文 27篇，探讨诗词改革的 14篇，其中论平仄格律



的占 6 篇：评论文章 13 篇，其中“评古”的就占 9 篇，评今的只有 4 篇；虽算

是个好开头，但毕竟比重太小了，《桂海诗刊》12期有几篇“今评”；连载胡风等

的优秀诗作，也是一种评介的方式。平南《西江诗联》不仅连篇批判了舒芜的《小

得》，而且在 29期上刊出《联坛隐患》一篇，指出评选失误、胡乱吹捧、名家不

慎以及“联盲”、“联商”等弊端（希望很快有人写“诗坛隐患”之类的文章），

并公布了田东、河池诗友两封来信，这种只认真理，敢找麻烦的风格是很好的。

开展评论的办法，我认为目前就可以着手的是：将一些应时应景而时常“默

然相对久之”的“座谈会”，充实以学术研究的内容，引导到检讨当前诗坛、诗

运的分析上来，众多的诗刊以适当的篇幅开辟专栏，为评论提供园地。编者拟些

题目，约请专家撰稿。条件成熟时，出版一定时间与一定地区的当代诗话、词话，

除了评作家、作品外，可以从议流派、倾向、现象、苗头等入手；也不妨从评毛

泽东、鲁迅、郭沫若，或者闻一多、柳亚子，或者黄遵宪、梁启超、严复入手。

唐宋以前亦并非禁区，问题主要在评议研究的目的与方法；是“以古论古”还是

要从中悟出当前应该怎么做，哪些东西要继承发扬，哪些又必须避免舍弃。总之，

必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繁荣活跃当今的诗坛为唯一标准。

当前诗坛的形势是有如“旭日初上”，又如“逆水行舟”，各地各社情况不同，

这是我们看待问题的辩证法。存在、发展、提高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但站

稳脚跟又是头等大事。当前，全党全民都在谈论“八五”纲要和十年规划，我们

也要考虑一下五年、十年以后，诗坛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让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两个文明，培育“四有”新人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编者附记：本文是应今年夏天桂林“中华诗词第四次研讨会”论文的征求意

见稿，我们认为是对当前诗词界具有指导性的文件，值得一读，故全文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