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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间过得真快，雁翼兄辞世已经两年多了。
邯郸学院的河北省雁翼研究会命我为他们出版的雁翼研究丛书写一个序，我很惶恐。
一是自己很少写这类文字；二是虽然我和雁翼兄交往颇多，但要在短短的序言里涵盖他一生的诗歌和
创作成就，显然是不够的。
然而，这个写序的任务又是难却的。
    我想起和雁翼兄交往的一些往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诗歌界正处于一个百废待兴、承前启后的时期。
作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诗界大事之一，就是1980年4月在广西举行的以理论问题为中心议题的
“南宁诗会”，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当属首次。
与会者100多人，为时半个月，集中总结了当代诗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会议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牵头成立了会议领导小组，我和雁翼兄都忝列其
中。
“诗会”挑起了“崛起”、“古怪”的争议，成为其后关于“朦胧诗”大论战的前奏。
许多与会者提出了办一个诗歌理论刊物的建议（新诗史上还没有过），大家都十分赞同。
会议结束后的一个下午，张炯、谢冕、雁翼、白航和我同游南宁公园时。
议论了创办诗学刊物及其命名问题。
你一个我一个的想了好几个，最后还是雁翼兄灵感飞动：“《诗探索》如何？
”众口一致称好！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诗探索》在北京编辑，先由四川出版。
那时雁翼在四川，刊物的出版和部分稿件的组织，雁翼兄都是不遗余力地鼎力协助和支持。
他比我年长一轮，在诗歌创作上早已成名，然而，他总是那么谦虚，待人真诚，虚怀若谷。
那个时候，雁翼有一部诗稿委托我去找诗坛泰斗艾青写序，我未辱使命，也使我更切实地了解了艾老
与雁翼两辈诗人的深厚友情．同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是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
    那时雁翼兄正迎来诗歌创作的第二春，大量的诗篇在各种刊物上发表。
《爱的思索》、《花之恋》同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除此之外，由他编剧的多部电影也在全国
放映，如《元帅与士兵》、《山城雪》等。
在我印象中，精力弥满的雁翼兄，好像在创作题材上无所不能，全方位出击，大显身手。
我粗略统计了一下。
整个20世纪80年代，他出版了涉猎广泛的各种诗集、散文、电影剧本、诗论等20多部．真是一个高产
、多产的“文侠”。
    雁翼兄出身于贫苦农家，只读过13个月的小学，艰难时世中，全靠自学成才。
60多年的文学创作，出版各种书籍70余部，这是和他的自奋、自立、自省的创作精神分不开的，是和
他在文学领域的孜孜以求分不开的。
他的一首诗也许最能代表他的人生理念：    造一堵悬崖峭壁引浪跳    宣扬一种哲学．光明    总是始于
不断的粉身碎骨    20世纪90年代后，因为我在文学研究所庶务缠身，课题研究一个接一个地忙碌，有
一段时间没有雁翼兄的消息了，但他的作品还是能经常拜读。
他先后在上海、深圳办报纸办刊物，又常游走于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及国外的同行交流，为他的业
绩感到欣慰。
千禧年的时候，在《文艺报》上看到他组织了一个世界性的活动，出版了一部《世界和平圣诗》，不
愧为大善举、大手笔。
他总是有着超前的思维，也总是做着别人不敢想象的事情。
为了中国的诗歌走向世界，他总是拖着残躯，施展着自己诗性的人格魅力。
    2009年10月，得知他遽归道山的消息，很是悲痛和难过。
生命就是这样轮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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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确是中国这一片土地养育的一棵树，长出的叶，开出的花，都沾尽黄土地上的露珠，都渗进华夏
子民的血与泪、情与思。
他和他们那一代诗人创造的精神财富，“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后人。
    如今我也老了，在报纸上不时看到认识的师友去世，心都是揪的痛。
回忆和他们一起的日子，虽然难忘，但总有着独谣孤叹的遗憾和惆怅，所以我极少为离世的好友们写
序和回忆文章，但这次例外。
    仅以此为序，愿雁翼兄在天国，还吟诵着他的《在云彩上面》，和云雀一起歌唱，和星斗一起谈笑
。
    2012年3月19日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雁翼作品评论文集>>

内容概要

　　《雁翼研究丛书：雁翼作品评论文集》主要收录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有关
雁翼文学作品的研究和评论文章、所有为雁翼作品集写的序言、书信中的点评以及在雁翼作品研讨会
上的发言等，同时还搜集了一些近年来在网络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尽可能展示到目前为止雁翼研究的
现状，为雁翼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比较完整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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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突破与创造  从小诗中读雁翼的心灵活动  斗室见大干——我读雁翼《斗室偶记》  用诗串
连成的故事——试论雁翼先生《故乡三行诗》  论雁翼的诗  一个“囚徒”的心灵史——读《囚徒手记
》札记  读《雁翼说古》的启示  只有雁翼，才能写出这样的情诗——读《雁翼的情诗》  读《深圳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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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爱心，深邃的哲思——读雁翼的《爱的旗帜》  生命的结晶——简论雁翼的近期诗作  一片丹心护
“草叶”——雁翼《惠特曼像前》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分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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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致雁翼    ——评雁翼的诗集《大巴山的早晨》等    邵燕祥    雁翼同志：    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没来得
及深谈。
你回去以后，我重读了你的诗集《大巴山的早晨》，还有你陆续发表在刊物上的一些诗。
你把我带到巴山蜀水间去了。
    我见所及，你除了长诗《风暴中的母亲》还没有看到全豹，我想还是不急于发表意见的好。
至于其他，听说你正在修改准备重印，我想说一点零碎的看法。
    不久以前，北京有几个写诗的朋友谈到你，说你如果能在宝成（铁）路以外，多到各地走走，扩大
生活领域，必然会有好处。
想来至少川黔、成昆两线，你会随着工程局前往涉猎的吧。
    不过，你现有的写宝成（铁）路的诗却也证明了一点：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题材范
围是十分广阔的。
诗人只要深入生活中去．简直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反映现实生
活，抒发内心的感受。
绝不是每一产业、每一工种只能写一首诗。
写建设和建设者，不可能不带有职业的特征，但是决不能停留在阐明一种工作的意义．而是要发现存
在于各种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劳动中的诗意，劳动的美。
这就对一切读者都有意义，而不是仅只用来巩固某一方面从业人员的专业思想。
你的诗，虽然还不能说表现了宝成（铁）路建设的全部壮丽，但确实尽可能地反映了若干生动的方面
。
这正如我读梁上泉、顾工关于康藏公路的诗以后感觉到的一样。
    我跟着你熟悉了宝成（铁）路沿线的山川风物，那里的云雾、冰雪、岩石、松柏、苍鹰、水影，还
有用胸膛暖热冰冻的机器的女电机手，“生命可终止，架桥的工作不可中断”的桥工，白鬓飘飘的带
路老人，身经百战的老指挥员，无不吸引着我。
《给剑门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豪迈的宣言，我仿佛从中听到了剑在鞘中，铮然作响，又仿佛看到了
拔剑出鞘，如电似雪。
“生命”和“潜水手”也许不如席勒“潜士者”来得深厚圆熟．却充满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气概。
另外，我也很高兴地看到你在《心事》这首诗中，把一个青年测量员和一个女起重机手之间的“心事
”，表现得那么细腻、新鲜、聪明：    青年人是桥工地的测量员，／一面测量桥墩，一面把起重机瞧
；／起重机每天转动多少次，／他的眼睛就转了多少遍。
／他为什么爱看起重机，／驾驶台上的姑娘你可知道？
／／青年的心事姑娘不知道，／她说：别把水平线定得太高；／如果按照起重机的高度修，／将来火
车岂不在云里跑？
／你的任务是测量桥墩的高低．／不要把测量仪对着我瞧⋯⋯    看得出来凡是从生活中来，并且经过
比较成熟的构思的诗篇里，作者并不需要求助于概念，而是用具体感性的形象体现出完整的意境、鲜
明的情绪和明确的思想。
从《雾》这首12行的短诗里看得很清楚：    炸山的炮响把我从梦中唤醒，／我迎着晨光走出了帐篷，
／是什么一夜把我抬到了云上啊！
／是什么蒙住了我的眼睛？
／／是哪里传来钢钎铁锤的声响？
／是哪里传来劈山的歌声？
／我究竟是站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工地是不是在移动？
／／群山啊！
你为何要吐出浓浓的白雾，／使整个的山林一片朦胧！
／太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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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快揭开这层白帐吧！
／让我们看看谁是炸山的英雄。
    也许是这最后两句带有“点题”的性质，但却不能把它同全诗分开．它同全诗是血脉相通，浑然一
体的。
    但是，在你的有一些诗里，情况就不大妙了。
不知道是因为写得太匆忙的缘故，还是不相信读者通过自己的体验和联想，会“心有灵犀一点通”地
自己得到结论？
其实，如果诗的形象、意境中已经包含了的东西，甚至即使诗人自己都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读者也
会心领神会；反之，“诗”里原来所没有的，尽管诗人苦作“题解”，也无从打动读者的心灵。
读者的心就是这样：有时候“软”，有时候“硬”。
    在诗歌创作中，放弃了形象化的手段，索性去发议论、写散文，尽管声调高昂，也不是有力量的表
现。
  “这正是他们感到的幸福、骄傲和荣誉。
”（《红旗》）有没有可能更深刻地表达他们的幸福感、骄傲感和荣誉感呢？
作为一个有才能的诗人，你不该贪图省事（我想这样说并不为过）。
在诗里直写文章已经不好，如果写的是顶多能给人一些知识，却无论如何不能叫人感动的说明文，就
更乏味。
“是毛主席把我们前进的道路照亮，是共产党给了我们征服自然的本领”。
（《风雪挡不住我们》）句句说的都是真理，但严格地说，不是诗句。
还有，用某些联想为一定的概念作图解的，像《未来的车站》，也不是好诗，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好的
诗。
我以为这可能是由于只看到一点、想到一点就敷衍成章，因此弄得贫血无力。
这样的东西最好不写，即使写出来也不要发表。
这一点愿我们共勉。
    还有这么一种情况，因为比较偏爱点题，点来点去，把主题的意义反而给缩小了。
如写夜景，如果一定要说明这表示我们祖国不但白天在前进，连晚上也在前进云云。
往往倒限制了读者本来可以从而产生的宏伟的联想。
另一位写铁道建设的诗人魏钢焰在组诗《六公里》中，也就是总没脱开“日铺轨六公里新纪录”的羁
绊，处处不忘扣这个环节，结果读者想象的翅膀也被“六公里”挂住了。
    在你的许多诗篇里，有自己新颖的思想、独特的感受，也有一定的概括；但是还有一些诗却缺少这
些。
例如。
在这些诗里不断看到“让火车通过这里”一类的句子，好像修通铁路就是一切，这是使我这个读者不
满足的。
我们不能把一个人选择职业的志愿就当做是他的理想的全部，也不能以一个人完成具体工作任务的决
心来代替他的丰富、生动、深刻、复杂得多的全部精神世界。
你说是吗？
    只有当致力于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时候，才能够锤炼出各人的风格。
一首诗应该有同另一首诗所以区别的地方，你的诗和他的诗应该有所区别：不落他人的窠臼，也不落
自己的窠臼。
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前进。
你的诗，有一些构思重复、意境重复、形象重复的地方。
我觉得在初学写作时这也是很自然的。
我自己，就曾经把“天上的太阳虽然温暖光明，它只照白天不照夜晚”这一句诗重复写到《毛主席开
的甜水井》和《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两首诗中去，当然，我不会再把它写进第三首诗了。
你的诗已经证明了你有敏锐的艺术感觉，证明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发现：如你在不同的诗里有许多关
于云彩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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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大部分是新鲜的．并不重复的。
加上一条：写好以后多修改．就好了。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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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雁翼研究丛书》中的一册，分工收集有关雁翼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
    2010年春节过后，雁翼先生的亲属把其生前的藏书、信件、手稿以及雁翼先生所有作品集的各种版
本等全部捐献给邯郸学院，供我们筹建雁翼文学馆。
最初，我们只是想把雁翼这位由邯郸一方水土养育的诗人的文学之魂迎回故里，让他的文学业绩完整
地得以保存并展示，让他的文学精神在大学的校园里薪火相传。
然而，在整理这些资料和翻阅雁翼先生作品的过程中。
我们对雁翼的认识，由原来在《当代文学史》教材上面的了解，不断地扩大和深入着，于是慢慢意识
到事情可能不应仅此而已。
    雁翼现象值得研究：由战士而诗人——这种经历在当代文学史上虽然不止雁翼一人，但写了一辈子
诗，却说“只追求一个愿望——／烈士陵园里相等的灵魂／不因我的晚去为耻”，在他心里自己永远
是战士；作为诗人——虽然雁翼的起点不高，他的诗曾经幼稚，可他在新诗形式上的探索却从未停息
，在实践这个层面不断出新，七十多本诗集，还有诗歌理论著作出版。
从这个意义上，他又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从创作来看——雁翼虽然主要以诗名世，但其成就又不仅限
于诗，小说、散文、戏剧、电影剧本等领域无不涉足，笔锋几乎掠过当代文坛的所有体裁，所以有人
称他为“全能型”作家；作为一位用诗发言的思想家——既有浪漫情怀，又始终关注现实，既抱有革
命理想，又始终把人民与故乡放在心上，因为从战争中走出来。
所以比别人更祈望世界与人类的和平。
这就是雁翼——生命中承受如此之重的诗人．令我们肃然起敬。
    所以我们决定编一册书，为有志于对雁翼和他的作品做进一步研究的学者提供尽可能完备的文献资
料。
这个想法得到了学院领导和科研处的大力支持，批准立项。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通过从网上搜索目录，再到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河北省作协资料室等处复
印原文，终于有了现在的面貌。
    在此书中，收集了1950年至2010年这段时间内，所有为雁翼作品写的序言、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评
论文章、书信中的点评等。
所录文章．尽可能以最初发表时的面貌呈现，而一些未曾发表的文章，则以雁鹏（雁翼先生之子）提
供的手稿为依据。
在文章的编排体例上，按照文章最初发表的时间（如未发表的则按写作落款时间）顺序排列；在每篇
文章后面，附上了作者的简介和原文出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大部分作者的信息是在网上获取的，有的经过本人核实，而有些因无法联系到本
人很可能留有遗憾，更有个别作者的资料实在难以找到，只好暂时空缺。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的具体分工是：郑欣欣负责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文章：崔志博负责1980年代的文
章；朱金娥负责1990年代的文章；韩燕红负责2000。
20lO年的文章。
最后的统稿由郑欣欣承担。
    本书的编辑得到了雁翼先生的夫人徐靖老师的支持和帮助，她所捐赠的雁翼藏书和嘱雁鹏带来的一
些作者手稿，促成了此书的第一批目录；本书还凝聚了许多人的热情：邯郸学院院长、河北省雁翼研
究会会长杨金廷教授一直关注本书的进展，科研处长王丽萍教授在课题立项、资金落实方面给予了许
多具体的关心和指导；雁翼先生的子女颜小鹂、雁鹏参与了内容的定夺和与作者联系等工作。
本书更凝聚了中文系师生的辛勤劳动：李素梅、郭红、王红升、郑宜兵、李红霞、李慧、贾建钢等几
位老师参与了最初的资料整理和筛选，雁翼文学社的同学们：肖刚、冯静、牛召洋、王浩、张艳梅、
陈层、贾诺、顾思远和2007级的尹茹青等同学则在稿件录人上做了大量工作。
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知识产权出版社的甄晓玲责任编辑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智慧和努力，在此对她表示美好的祝愿和衷
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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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经多方努力．有些文章的作者一直无法联系到，因此希望本书文章的著作权所有者，通过责编与
我们联系，以便奉寄样书。
    郑欣欣    2012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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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郑欣欣、崔志博、杨金廷主编的《雁翼作品评论文集》收集了1950年至2010年这段时间内，所有为雁
翼作品写的序言、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评论文章、书信中的点评等。
所录文章，尽可能以最初发表时的面貌呈现，而一些未曾发表的文章，则以雁鹏（雁翼先生之子）提
供的手稿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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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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