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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人们的阅读习惯
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与移动信息技术。各
种电子设备移动终端的开发加速了技术对
文学生态的改变，让人不禁感叹“纸介文
化”正逐渐走向“屏幕文化”。从诗歌专
业网站、诗歌网络论坛、博客空间到微
博、微信等网络互动工具上的诗歌相关内
容，互联网络上到处可以看到诗歌的身
影。

有学者统计，!"#! 年 $ 月至 !%$& 年
$月间，豆瓣网站的“豆瓣阅读”共出版
含新诗类的数字作品 '( 种，图书 ) 种。
青年诗人石可、厄土、流马、二十月、王
璞、刘海川等均在此平台上推出了个人数
字诗集。

事实上，诗歌与网络的互动历史可以
追溯至上世纪 )%年代。#)))年成立的乐
趣园网站是当时各种诗歌论坛聚集活动的
场所，包括北京评论论坛、诗江湖论坛等
等。!%## 年，中国诗歌流派网上线，它
和诗歌报网、中国诗歌论坛等是目前较为
活跃的诗歌网站。!%%*年，在“博客热”
的影响下，诗人和诗刊纷纷开设博客，作
为诗歌作品交流与诗坛讯息传递的空间，
如 《诗刊》、 《诗歌月刊》 的官方博客。
近两年来，微博和微信的兴起又吸引大批
诗人注册或认证账号，如诗人臧棣自
!"$! 年 ) 月开始在微博上发布自己的诗
歌作品“丛书系列”。总之，纸质媒体上相对沉寂
的中国当代诗歌以网络作为发展契机，勃发出新的
生机。

回顾诗歌与网络的发展历史，诗歌数字出版意
在为诗歌和网络的互动建立长效机制，但它仅仅是
诗歌新媒体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更大范围内二
者的共赢发展是值得思考与关注的问题。

自由与多元：网络与诗歌互动发展

一方面，从印刷媒体到移动媒体，读者接触诗
歌作品的渠道增多，在阅读介质和形式上有了更多
选择，这种选择不仅体现在电子书、智能手机等硬
件之间，还体现在各种诗歌推送类的软件与应用的
开发。另一方面，网络加速了信息的流动，诗人之
间、诗人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在今年 +月
!$ 日举行的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颁奖仪式上，获
奖诗人王单单就是通过将诗歌发布到个人博客上而
逐渐获得读者和业内人士的认可。

青年诗人厄土认为，移动终端的普及让阅读介
质无处不在，使诗歌的传播成本降低、传播效率提
升。自媒体等媒介形态的变化也让诗人个体的力量
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诗人、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
研究员周瓒认为，首先，互联网拓展了诗歌传播的
空间，沟通快捷、海量信息库、便宜的访问、高效搜索
功能以及迅猛的科技进步激发出的对新世界和未来
的奇异想象，都改变了诗歌的生成与传播生态。其
次，互联网改变了诗歌的阅读和批评方式，在传统
的文学场域之外，互联网既在诗人群体和学院批评
之外另辟了一个新的空间阵地，又能够激发出一种
自由穿行于现实和虚拟世界，或不如说是拟真与想

象世界的新疆域。然而，重要的是，互联网与移动传
媒正在用新技术悄然改变着我们的阅读基础。

式微与振兴：诗坛发展的辩证思考

互联网技术对于诗歌传播空间和速度的革新是
读者最直观的感受，而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和人们
日趋碎片化的行为习惯能否让诗歌发展再一次繁盛
呢？青年诗人流马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如果
人们愿意在碎片化的时间里读一首诗，是再好不过
的事情。在人们的日常阅读时间持续减少的背景
下，这未尝不是一种积极的思考。

对此，厄土却并不赞成，他认为，阅读的碎片
化意味着思考的碎片化，本质上要求的是“阅读难
度的降低”。然而，无论诗歌的长度如何，其文体
决定了它必须具有阅读难度。

那么，诗坛的发展究竟能否因为新媒体的介入
而走向振兴？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理性而辩证的思考。诗歌在
新媒体平台上的传播和发展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话语
场所，从空间的扩展和信息的流动来看，与网络的
互动能够为日渐衰落的传统诗坛注入新的活力。同
时，由于网络信息缺乏足够把关，诗歌创作与传播
的门槛降低，许多质量不佳的诗作存在于人们视
野，会不会伤害到真正的佳作成为很多人的担心，
虽然历史告诉我们，好的作品总会经过岁月的洗礼
而流传下来。总之，无论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种
振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传统诗坛的解构。在
周瓒看来，传统的诗坛正在瓦解中，瓦解和
振兴，或许只是硬币的正反面。传
统诗坛瓦解得越是彻底，
诗歌

生态就越可能繁荣和丰富。

变革与坚守：诗歌新媒体传播前景

诗歌和新媒体的相互影响必定会随着
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继续推进，但
这种发展的趋势可以从现状推测一二。厄
土认为，诗歌网络独立选本、网刊将走向
勃兴，因为新媒体能够让相同审美主张的
诗人与诗歌爱好者迅速聚拢。比如豆瓣经
过长时间的发展，积累了一批高质量的文
学、学术及影视戏剧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与
爱好者，他们有主见，习惯自己去鉴别作
品优劣。就诗歌而言，通过网站的“标
签”功能，读者能够以最快速便捷的方式
找到自己喜欢的诗人或者诗歌类型，诗歌
作品也能在最短时间内接触到最多的有效
读者。

周瓒说，作为诗人和批评家，她期待
当代诗歌能够获得广泛传播，参与到现实
的文化建设中，成为汉语言文化在当代的
积极能量，或批判或质疑或建构。但是，
理论上的空谈是没有意义的，切实的行动
要靠有资源、有魄力的“文学代理人”来
实现。互联网不会自动产生出有助于诗
歌传播的行动者，我们也不能对商人和
读者说诗歌更适合这个时代的阅读，这
不切合实际。我们只能不断呼吁诗人、

出版人以及读者，本着对严肃文学的热爱和对促
进文化发展的理想，不断加入到推动新媒体时
代的诗歌传播的行动中来。

诗歌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发展首先必然是诗
歌普及化和大众化的过程，这是由新媒体的属
性所决定的。同时，大众化发展到一定程度
后，分众的趋势将会愈加明显。如此螺旋形
地发展，循环往复，直到下一个技术的革命
将它推入新的发展轨道。或许，在面对新
媒体所带来的不断变革时，诗歌所赋予的
只是外在的依附。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新
事物与新想象，归根结底只是技术与文
学结合的表现形式。滤清一切浮华，诗
歌的本质和初心不会改变。因此，诗
人与诗坛才需要自身的坚守，这种
坚守于厄土而言，是对人性的观察
与对语言的探索；于流马而言，
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去创造。正
如周瓒所展望的那样，“当
代诗人需要有一种选择的
自觉，一种存在主义式
的积极态度，在否定
中肯定，在拒绝中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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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诗歌遇上新媒体
刘 静

癸巳谷雨日，京师诗词名家于恭王府举行海棠雅集。叶嘉莹先生自海
外寄来金缕曲词，记当年雅集之盛，高唱入云，令人兴仰止之叹。与会诸
君子恒有继声，太平箫鼓，亦雍时佳话。爰录与次，以飨读者。

金缕曲 为2013年西府海棠雅集作
叶嘉莹

事往如流水。忆昔年、黉宫初入，青春年纪。学舍正当西海侧，草树

波光明媚。有小院、天香题记。艳说红楼留梦影，觅遗踪、原是前王邸。

府院内，园林美。

古城当日烟尘里。每花开、诗人题咏，因花寄意。把酒行吟游赏处，

多少沧桑涕泪。都写入、伤春文字。七十二年弹指过，我虽衰，国运今兴

起。恣宴赏，海棠底。

金缕曲
奉和叶嘉莹先生癸巳恭王府海棠雅集新词

郑欣淼

又到花时节。正春酣、天香庭院，海棠星靥。红蕾乍生惊明艳，浅晕

更添新叶。漫体味，胸无俗物。韵致自宜诗与画，一湖风，轻漾融融月。

园翠景，地铺雪。

桑枝老干高墙拂。忆当年、堂前王谢，泡沤曾阅。难餍权臣光焉葆

!？末世亲王日拙。风雅事，斋中晋帖"。如此江山如此树，旧楼台，谁

见芳菲歇？但不语，有飞蝶。

! 葆光室：为权臣和珅室名。
" 晋帖：恭王府曾收陆机《平复帖》。

金缕曲 记陪伯驹师赏海棠次嘉莹先生韵
周笃文

影事流如水，伴词仙、东风扶杖，斯文经纪。四十余年真一梦，满眼

酒香花媚。人何在，只成追记。绘事河阳潘素素，梦华图，认取朱门邸。

名士韵，婵娟美。

海棠万朵西园里。喜传来，华章天外，骚人遗意。浅绿鹅黄娇栩栩，

洗尽当时唾泪。观试手，雄奇文字。抖擞风雷新气象，看腾龙跃虎连云

起。笑鼠辈，井蛙底。

金缕曲
步韵敬和叶嘉莹先生西府海棠雅集之作

李文朝

宫苑春塘水。照归人，青丝成雪，辅仁偏纪!。西府重逢骚人聚，满

院芬芳娇媚。恍若梦，裁笺新记。海外飞鸿惊妙句，领吟坛，酬唱恭王

邸。诗与酒，竞花美。

海棠笑映青云里。溢清香，妍容带露，蕴情含意。亲历园林沧桑变，

老树苍然溅泪。顿化作，佳词锦字。酣饮千觞同畅想，正东风、争看神龙

起。励壮志，荡心底。

! 叶嘉莹先生 $)+$年曾在辅仁大学女院恭王府旧址读书。

谷雨恭王府海棠雅集

正是“寒食冻破缸”的时候，冷咝
咝的西北风还一个劲儿地发威，沼生
蔊菜就早早地开了。

说真的，刚一看到远处这一片片
的花儿，还以为那就是一片片白皑皑
的雪,当浓郁的清香钻入鼻孔，这才忽
然觉得，这片片白色竟是早开的一种
野花。这就是荒野上的报春花———沼
生蔊菜。

沼生蔊菜是多年生湿地植物，生
长在河畔、沟边、洼地。花很小，四瓣，
一色的嫩白，团团簇簇，重重叠叠，一
片片地铺展在大地上。花骨朵浅绿中
透着淡黄，密密地集成一团，或大或
小，或疏或密，被先期绽放的小花围裹
着，呵护着。无论是盛开着的花儿，还
是含苞待放的蕾，都是那样的洁净、俏
丽、淡雅，那样的朴素无华。

严冬过后，意外见到这生机勃发
的小精灵，眼前突然为之一亮，感到少
有的新鲜与新奇。尤其是那花儿所折
射出的超越与空灵，生于荒野而活力
四射的姿态，更让人有一种难以名状
的振奋与惊喜。

我原以为，这花儿开得这么早，那
花枝一定是木质的，可当我伸手轻轻
拨开那洁白如玉的团团小花，这才惊
讶地发现，原来那枝茎是草本的，青翠
碧绿却有些脆嫩、苗条。哦，这小花竟
是在无情的风霜中，以弱小的身躯，展
示着不畏寒冷的勇气与坚强啊！

早春的大地，除了芦芽、早开堇菜、
二月兰等极少数不惧寒冷的野花野草

崭露头角外，还是满目荒凉，最能吸引
人眼球的，可以说就是沼生蔊菜了。

你看它，独自守候在原野，在春寒
料峭中摇曳着，送走一个个冰雪的黄
昏，迎来一个个寒冷的黎明。没有蜂环
蝶绕的恣意，没有嫩草香花的拥戴，不
知什么叫寂寞，不知什么叫孤独，就这
样不露声色地绽放着。这小花图的什
么呢？我想，不是出风头，不是争春色，
只是为了把春的讯息早早报送给人
间，把一缕缕清香回报给大地。待到
天气转暖，百花齐放时，它却静悄悄凋
谢了，而且连枝茎也枯萎了。

这不就是令人敬佩的一种特质，
一种境界吗！

我俯身抚摸着那洁白的小花，仿
佛闻到了春天的味道。静心观赏，恍惚
间似乎听到这小花倾诉的心声：我是
极平凡的小花，没有姿色，谈不上有
多美，结的果也小得可怜，但我不会
忘记，是大地哺育了我，我要尽自己
的微薄之力回报大地母亲，用自己的
青春与活力给大地增添一点春色！

我久久伫立在那片花丛前，深为
那花的冰清玉洁所感染，仿佛自己的
心境也圣洁了许多。

突然，一阵冷风袭来，一簇簇小
花猛地颤动起来。但我发现，那颤动
并非颤抖，而是抖擞，是在冷风面前
表现出来的一种振作与振奋，一种不
屈与顽强。阵风过后，簇簇小花好像
抖掉了身上的灰尘，注入了新的血
脉，变得愈发洁净，愈发精神了。

蔊 花
于增会

一般说来，人的一生忧多乐少，

失意多得意少。诗仙李白的一生，

亦如斯。他从狂放少年，走向失意

老翁的人生经历，在他的诗里反映

得清晰如昨。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

万里”是昨天的李白，“相看两不

厌-只有敬亭山”是今日之李白。这

便是人生。人如斯，世间万物亦无

不如斯，譬如有些哺乳动物，当他

的衰败期到来之际，就悄悄然离群

而去，对此明智之举，人当愧疚。

这里，“乐天”这个词汇，就显得

很重要。就应该把它打在心灵的键

盘上，并永久保存，绝不动用删除

键。李白曾经是狂放乐天之人，后

来失意了，老了，政治抱负未能实

现，就连一日三餐都靠朋友来救济

了，的确令人唏嘘。然而，这也是

生存规律，没有什么好悲叹的。

拙文以“众鸟高飞尽”命名，

是想告诫自己，在福与祸面前，要

平静如水，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人海茫茫里，生命个体其实是孤

立的，“众鸟高飞尽”，只是时间问

题，或早或迟都会到来。

李白写《独坐敬亭山》这首诗，

好像是在被迫离开长安的第十个年

头，正是他失意，孤独，漂泊，走

人生的下坡路之时。诗曰：“众鸟

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敬亭山，在今安徽宣城县北。

朱谏曾注：“言我独坐之时，鸟飞

云散，有若无情而不相亲者。独有

敬亭之山，长相看而不相厌也。”眼

前的现实是，鸟儿们飞得没有了踪

迹，连天上飘浮的孤云也不愿意留

下来。只有眼前的敬亭山默默地看

着我，我也看着它。理解这个寂寞

心情的，也只有敬亭山了。此时此

刻的李白，真正陷于孤立无助的境

地了。其实也不然，与人世间千千

万万个寂寥之人相比，他还是胜一

筹的。起码，他有诗，还有酒，更

有他的诗作，风传民间抑或官府，

有人吟哦有人模仿。何况，他的心

中装满了古国的名山秀水，一闭双

眼，就又可以神游一番的。

敬亭山并不高，因了众诗人的

登临，已名扬天下妇孺皆知了。真

乃“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最先登

临此山的，恐怕要数南齐诗人谢朓

了，他有一首 《游敬亭山》 的诗，

曰：“兹山亘百里-合杳与云齐--隐

沦既已托-灵异居然栖。”接着就是

李白前来登临了。谢李之后，相继

登临的还有白居易、杜牧、韩愈、

刘禹锡等众多文人墨客，于是乎，

敬亭山声名鹊起，被称为“江南诗

山”了。在抗日时期，将军诗人陈毅

东进途中路过此地也留下了一首《由

宣城泛湖东下》的七言绝句：“敬亭

山下橹声柔-雨洒江天似梦游--李谢

诗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

而李白这位“独坐之神”，在人

生的寂寞之时，倒也坐出了名堂，

道出了人生真谛。这真是“狂”也

李白，哀也李白了。

其实，李白的人生境遇，具有

普遍性。在欠发达的农业文明里，

人与人在生活的困境中，互相依靠

互相温暖，人情味还浓一些。那时

候的“众鸟高飞尽”与现在的“众

鸟高飞尽”，还有些不同之处。相比

之下，现在的“众鸟高飞尽”更具

有功利性。人在贫穷之时，易记人

家的好，容易抱团，知道感恩，而

得势之后却变得一脸的冷清，持一

付高不可攀的傲慢之态。人是一种

最易轻浮的动物。仔细观察起来，

物质越是丰富的时候，人越显得孤

独，这是因为人情被物质吞没了。

在发达的西方资本社会里，人与人

之间的隔膜，日益突显无以复加。

有时候，物质把人心分离得支离破

碎。

不要以为，权势富贵之人，就

没有“众鸟高飞尽”的时候，“门

前车马稀”这个形容词，就是对他

们衰败之后的真实写照。“众鸟高

飞尽”是一种社会生存之态，依我

看，也没有什么不好。比起那种虚

假的面合心不合的利益聚拢，要坦

白得多，实在得多。

聚与散，是人生常态，众鸟高

飞尽也是，用不着对此长吁短叹。

怀有一颗乐天平常之心的人，是智

者也是强者，当众鸟高飞尽的时候，

微笑着目送就是了。

渔
光
曲

李
海
波
摄

目送众鸟高飞尽
查 干

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启动
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日前在京启动。该奖是以“中国长篇小说之父施耐

庵”命名的文学奖项，由施耐庵故乡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政府设立，以兴化为
永久颁奖地。该奖旨在鼓励当代汉语长篇叙事艺术的深度探索与发展，推动
汉语长篇叙事的创新与繁荣，进一步提升汉语长篇叙事作品的世界地位。该
奖由国内外具有权威性的文学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
评出 +部作品，其中海外作品一部。凡在 !%$$年至 !%$!年公开发表或出版
的汉语长篇叙事原创作品（含虚构作品与非虚构作品）均可参选。独坐敬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