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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 “七月派” 诗人绿原在湖北咸宁向阳湖 “五七” 干校时期的诗歌创作为主要考
察对象， 也涉及同时期下放到向阳湖 “五七” 干校的其它几位 “七月派” 诗人的诗歌， 及诗人返
京后有关向阳湖的回忆录、 重返诗坛后的诗歌创作， 从社会历史与文本细读的视角探索绿原在特
定的历史语境下的创作轨迹与心路历程， 并在此基础上对干校文学现象及文学史中的一些重要现
象进行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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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湖文化研究

论绿原在向阳湖“五七”干校时期的

诗歌创作

绿原是 “七月诗派” 的重要代表诗人之一。 诗

人在 50 年代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在狱中度过

漫长的七年光阴， 1969 年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

“五 七” 干 校， 在 干 校 生 活 五 年， 直 到 1974 年 返

京。 向阳湖这段生活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

忆， 也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诗篇， 并极大地影

响了他复出后的创作。

一

绿原曾谈到他在向阳湖 “五七” 干校期间的诗

歌创作， “记不得在什么偶然情况下留存在练习薄

上， 看来并没有真正作为诗来写。 唯其如此， 它们

作为心迹来说， 便更显得真实了” ①。 可见这些诗

歌是诗人当时心迹的自然流露， 正是这种自然流露

更能折射诗人当时的真实心境。 五年的干校生活对

于作家的思想与创作都有着重大影响。 “绿原在文

化部湖北咸宁干校五年， 应当说还是很有收获的，
他长期接受劳动锻炼， 接触农村的艰苦生活， 同全

党 全 民 一 起 遭 受 这 场 劫 难， 促 使 他 思 考 了 一 些 问

题， 他的思想感情又经历了比七年隔离更其深刻的

变化” ②。 干校生活触发了诗人的灵感， 也触发了

他对社会、 人生、 命运的重新思考， 生命和灵感熔

铸而成的诗篇更为引人注目。
《重读 〈圣经〉》 写于 1970 年， 即作者下放湖

北咸宁向阳湖 “五七” 干校的第二年， 存在意识是

这首诗迵异于诗人以前诗歌的异质性特征。 “常是

夜深人静， 备感凄清， / 辗转反侧， 好梦难成， / 于

是披衣下床， 摊开禁书， / 点起了公元初年的一盏

油灯。” 孤独凄凉是刺激诗情的一个重要诱因， 诗

人所有的书全被抄走， 这里不需要书本， 也不需要

太多的文化， 需要的是丢掉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

情调与清高， 真心实意脚踏实地接受再教育。 幸亏

查抄者漏掉了一本 《圣经》， 可以打发作者那漫漫

长夜里的深深愁绪， 正是这样的孤独失意使诗人有

机会沉潜到思想最深处去审视那颇具荒谬意味的现

实人生， 发出对于人生命运的愤怒质疑。 诗人都读

到了什么呢？ “为人民立法的摩西”， “推倒神殿

的沙逊”， “狮穴中走出走进的丹尼尔”， “彩衣斑

斓的约瑟夫”， “血战到底的大卫”， “老年痴呆的

所罗门”， 还有 “拿撒勒人耶稣”， 沦落风尘心如钻

石的 “妓 女 马 丽 娅·马 格 黛 莲”， “罗 马 总 督 彼 拉

多” 以 及 良 心 尚 未 丧 尽 的 出 卖 耶 稣 的 “倒 霉 的 犹

大”。 反抗者、 叛逆者、 征战者、 拯救者、 背叛者、
忏悔者等等各色人物纷至沓来， 正如诗人身边变幻

不定的现实人生， 怎能不感慨万千呢！
“里面见不到什么灵光和奇迹， / 只见蠕动着一

个个的 活 人。 / 论 世 道， 和 我 们 今 天 的 几 乎 相 仿，
论人品 （唉！） / 未必不及今天的我们。” 诗中世界

与现实世界， “世道相仿”， “人品殊异”， 作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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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天人们的不屑， 正是特殊环境中复杂心态的折

射， 特殊的时代， 特殊的地方， 无可奈何的处境，
一颗受伤的心， 欲说还休的情绪， 知识分子固有的

高傲， 看似简单的几句话， 却包含了十分丰富纷乱

的心绪。 诗人对拯救者表示了无限的钦敬， “他有

一颗赤子之心”， 同情受难者， “拯救一切痛苦的

灵魂”， “幻想移民天国， 好让人人平等”。 即使在

这样令人尴尬的场景中， 作者仍然没有舍弃对于正

义、 良知的呼唤， 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对于基本道

义的坚守， 这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显得尤为可贵。
这首诞生在特殊境遇里的诗歌凸显出强烈的存

在意识， 作者身处逆境， 屡屡遭受坎坷， 无数的精

神折磨促使他对于人的存在进行冷静的思考。 作者

在此窥见了人的生存本相， 一切战斗， 一切的反抗

好像都是徒劳， 人类始终都是在劫难逃， 因为人类

在不断地自造困境。 基督教向人们所展示的只是一

个虚无缥缈的理想空间， 上帝不可能成为人类的保

护神， 人们以自己的虔诚向虚幻的上帝祈祷、 请求

救助无异于画饼充饥， 人类自身制造的灾难永远不

可能靠上帝获得救赎。 诗人在此超越了个体痛苦，
体验到了国家、 民族， 以至人类的痛苦。

“今天， 耶稣不止钉一回十字架， / 今天， 彼拉

多决不会为耶稣讲情， / 今天， 马丽娅·马格黛莲注

定永远蒙羞， / 今天， 犹大决不会想到自尽。” 今天

的一切都变得不可理解， 不可捉摸。 尽管如此， 作

者于绝望中仍生出了些许希望， “到了这里一切希

望都要放弃”， 但是 “无论如何人贵有一点精神”。
诗里凸显的存在意识、 孤独情绪、 荒诞感觉、 反抗

精神以及强烈的象征意味， 使这些诗呈现出强烈的

现代意味， 同一时期的其它诗作中都有这种倾向，
迥异于诗人在四五十年代初的诗作， 它远远逸出了

“七月派” 诗歌的一般诗风， 是 “七月派” 现实主

义 诗 风 的 变 异 与 深 化， 也 是 诗 人 创 作 生 命 的 新 起

点。 巨变的历史， 扭曲的人性， 特殊的遭遇是诗歌

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诗人经历了人生的大磨难，
不再像 40 年代那样激情奔放， 不再有急于破坏一

切与重建一切的激烈情怀， 面对严峻现实， 一腔热

血化作理性的沉思与审视。 此外， 诗人很早学习英

语接触外国文学， 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 早期诗

集 《童话》 中曾反复出现 “冷雨”、 “暗夜”、 “野

火” 等荒原意象， 使诗笼罩了一层现代主义意味，
后因特殊时代影响这种诗绪几乎中断， 如今又得以

重续。
另一首诗 《母亲为儿子请罪———为安慰孩子们

而作》， 呈现出浓重的荒原气质。 “冰冻的玻璃”、

“万籁俱寂”、 “风 雪 交 加”、 “夜”、 “污 泥 和 阴

霾”、 “无光、 无声、 无色的混沌” 这一系列冷硬

的意象， 赫然组成了一个沉寂荒芜的世界， 弥漫着

抑 郁 冷 寂 的 情 调， 这 是 对 一 个 错 误 时 代 的 彻 底 否

定， 但这种思想表达得极其曲折， 似是母亲在为儿

子请罪， 其实是对于世界荒谬的指责。 存在本身成

了罪证， “我哪知道这可悲的世界 / 他的罪证就是

他的存在”。 这首诗的格式也别具特色， 每个诗句

后面都没有标点， 整首诗几乎就是一句没有终止的

话， 构成一个象征体， 象征荒野般的世界不知何时

终结。
面对如此无奈的现实， 绝望与渴望的交织是作

者此时的主要心态， “我将钻进隧道里去 / 去摸寻为

黑暗做锦标的银盾 / 我又将在洞口昏倒 / 等 ‘光’ 把

我拍醒 / 我钻的隧道是人生 / 我摸的银盾却是悲惨/

我到的洞口是坟墓 / 我等的 ‘光’ 却是平凡” （《我

的一生》）， “隧道”、 “黑暗”、 “坟墓” 是晦暗人

生的写照， “等 ‘光’ 把我拍醒”， 无奈之中又透

着对于光明的渴望。 《谢谢你》 中 “一个看不见的

微笑 / 就像二月的阳光 / 穿过冻云 / 亲切地抚摸着 /

被践踏的麦苗”， 见到了太多的敌视与背叛， 见到

了太多的冷眼与不屑， 这悄悄的一个微笑是如此珍

贵， 有如春风拂面， 又如阳光送暖， 竟然激起诗人

无限的遐思与柔情， 屡遭劫难的诗人的一颗诗心仍

未麻木， 对于爱与温暖仍是那样的敏感。
压抑之下的力量奔突则是 《信仰》 这首诗的

主要特征， “我是悬崖峭壁上一棵婴松， 你来砍吧/

我是滔天白浪下面一块礁石， 你来砸吧 /……哪儿

你也追捕不到我 / 怎么你也审讯不出我 / 你永远也

监禁不了我 / 在梦里你也休想扑灭我 / 即使———上

帝 保 佑 你 / 一 并 取 走 这 个 人 的 生 命” （《信 仰》），
“悬崖峭壁”、 “滔天白浪”、 “万仞海底”、 “北极

冰圈” 这些意象， 构成了一个严酷的生存环境， 这

样严酷的环境更显出主人公抗争的勇气。 那种不怕

一切的执著姿态， 那种无所畏惧的斗士形象， 那种

重压之下的反抗力， 又闪现出 “七月派” 诗人的一

贯气质。 一个时代在一个人身上的投影， 短时间内

是难以磨灭的。 带着强烈的情感介入现实、 提倡苦

斗， 强烈的使命感是 “七月派” 诗人的整体风格，
因为这一派诗人当时大多是二十多岁的青年， 在光

明与黑暗生死抉择的年代里， 同那个风云变幻的时

代一同成长着， “他们带着战斗的人格、 灼人的诗

情， 怀着所向披靡的气概登上诗坛， 促成了中国现

代新诗的又一次勃兴和繁荣。 他们注重从社会历史

的方面把握生活， 把诗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把诗

141



江汉论坛

和人联系起来， 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

社会职责与战斗任务联系起来， 表现时代与个人的

真情实感， 注重艺术的开放性和独创精神” ③。
强调诗心与现实的结合， 推崇个体主体性， 强

调主观突入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讲， 诗在文字之

外， 诗在生活之中”， “不论字面有没有我， 任何

真正的诗都不能向读者隐瞒自己， 不能排斥诗人对

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抒情， 排斥了主观抒情就排斥了

诗” ④。 这些美学追求在诗人此时期的创作中都有

保持， 不过已融入了新质， 蜕变出新的诗风。 逆境

激发出他对民族悲剧的思考， 使郁结的诗情找到了

新的爆发口， 出现了新的飞跃。 《给一个没有舌头

的人》， 通过一连串的对话式书写， 犀利的责问与

沉重的回答表达出那种隐忍却又欲爆发的矛盾， 诗

歌内部充满张力， 显现出无奈之下的顽强不屈。 作

者早年曾在 《诗人》 中写道： “有奴隶诗人 / 他唱

苦难的秘密 / 他用歌叹息 / 他的诗是荆棘 / 不能插在

花瓶里 // 有战士诗人 / 他唱真理的胜利 / 他用歌射

击 / 他的诗是 血 液 / 不 能 倒 在 酒 杯 里”。 “战 士 诗

人” 是绿原的生动写照， 即使遭受无数打击， 被剥

夺了话语权， 仍在 “唱真理的胜利”， 仍在 “用歌

射击”， 是个体难以对抗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情况下，
个体在灵魂深处的搏斗。

二

回溯绿原的诗歌创作历程， 不难发现一些贯穿

始终的质的东西， 那就是对于现实、 真理、 诗的执

著情怀。 绿原在读初中时接触到鲁迅作品， “便悄

悄 地 爱 起 鲁 迅 来 ” ， 此 后 一 本 本 地 读 鲁 迅 的 书 ，
“我想无非就是， 先生一辈子为了唤醒同胞， 鼓舞

他们向前向上， 并向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正是

为了这个庄严的目的， 他充分发挥了文艺作为手段

或武器的性能； 先生从来不为艺术而艺术， 但也从

来不为某一主题思想而牺牲艺术， 他的思想和艺术

永远融为一体， 他为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他全部的

最高的艺术才能。 伟大的志向， 宽广的胸怀和高超

的艺术才能的统一， 应当是他对后辈最基本的诗教

吧” ⑤。 “向黑暗势力作斗争”、 “思想与艺术永远

融为一体”， 这可以说是鲁迅对于绿原一生最重要

的诗教了。
绿 原 在 抗 战 时 期 开 始 诗 歌 创 作 ， 第 一 部 诗 集

《童话》 “试图用朦胧的语言来表达当时同我一样

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们的苦闷和追求” ⑥。 诗中有

很多美丽幻想， 也不乏对于现实的冷静体察， 很多

诗篇表现出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对立并存的反差

现象。 如 《小时候》， “做一个流浪的少年， /带着

一只镶金的苹果， / 一只银发的蜡烛 / 和一只从埃及

国飞来的红鹤， / 旅行童话王国， / 去向糖果城的公

主求婚……但是， 妈妈说： / ‘现在你必须工作’”。
诗里面满是奇思妙想， 俨然一个童话王国， 然而，
生活的真实使诗人无法真正流连于童话王国， 结尾

一声断喝， 把梦幻击成了碎片。 这与作者的童年经

历 是 紧 密 相 连 的， 绿 原 出 生 在 一 个 十 分 贫 困 的 家

庭， 父亲在他三岁时便离开了人世。 母亲和四个姐

姐依靠比他年长十九岁的当教职员的哥哥过活。 他

们住简陋的木楼， “绿原的家里， 充满了灰尘、 煤

屑和动荡不安的气氛。 火车日夜隆隆地带着一阵阵

的旋风， 从他家的屋顶上急驰而过， 他时刻觉得有

被冲倒碾压的危险。 他的床铺和书桌不停地抖动，
小学课本上布满了抹不尽的灰尘。 深夜， 他常常被

凄厉的汽笛惊醒， 久久睡不着……他就在这种时刻

有被冲倒和碾压的危险的震荡空气中度过了童年和

少年” ⑦。 艰苦的生活环境形成了他敏感自尊的气

质， 和对美好世界的渴望， 同时也让他对于现实

有着更为具体的认识， 可以说， 作者的创作一开始

就是与对现实的思考紧密相联的。 “杀死那些专门

虐待着青色谷粒的蝗虫吧， / 没有 晚祷!/ 愈不流泪

的， / 愈不需要十字架； / 血流得愈多， / 颜色愈是

深 沉 的 。 / 不 是 要 写 诗 ， / 是 要 写 一 部 革 命 史 呵 ”
（《憎恨》）， 诗作已流露出对于现实的愤怒与反抗。

随 后 作 者 被 裹 挟 到 了 时 代 的 洪 流 之 中 ， 《集

合》 与 《又 是 一 个 起 点》， 充 满 时 代 的 狂 躁 气 息，
诗人善用紧锣密鼓般的节奏带着满溢的激情， 使一

首首诗如同一枚枚炸弹在空中爆裂， 有着很强的冲

击力， 是最能体现出 “七月派” 诗风的作品。 正如

唐湜所言： “他们赤裸裸地从人生的战场上奔跑了

来， 带着一些可爱的新鲜气息与可惊的原始的生命

力， 掷 出 一 片 燃 烧 着 青 春 的 呼 喊 与 崭 新 的 生 活 感

受。” ⑧ 其诗作一直有股原始的力在冲撞， “一排钉

靴 / 踏过去！ / 要这条穿兽皮、 插羽毛的街秩序大乱

/ 而且， / 破坏！ / 对他们已经决裂了 / 谁再侍奉 / 那

些被滋养品和食欲所毒伤的上流社会？” (《破坏》)
诗里充满破坏一切的力， 召唤人们起来破坏那个丑

恶的不平世界。 “中国， 你不知道吗 /……你的城

市像果实一样， 现在腐烂了 / 你看， 将你从血污里

救出来 / 戒绝你底鸦片瘾， 医治你底牙痛 / 然后扶

你站起来的是 / 那些孤哀地活 在你底乳房外 边的 /

最渺小而又最勇敢的 / 众大的人民……” （《集合》）
呼唤 “受难的人民集合起来”， 将灾难深重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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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 救 出 来， 有 什 么 比 这 更 能 喊 出 当 时 人 们 的 心 声

呢？ “ 所有的 / 战斗的新妇们！ / 起来， 为了 / 自由

与 饥 饿 / 对 你 们 的 管 理 者 罢 工 吧！” （《复 仇 的 哲

学》） 悲愤、 反抗是这些诗作的主要基调。 也因此，
有一些战斗诗篇缺乏锤炼， 流于激情呐喊。

诗人执著于现实、 执著于诗， 是与对真理的追

求紧紧连在一起的。 绿原写道： “人必须用诗寻找

理性的光 / 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 / 人必须用

诗开拓生活的荒野 / 人必须用诗 战胜人类的虎 狼 /

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 / 即使中途不断受伤。” ⑨

在 诗 人 眼 中， 真 理 就 是 至 上 的 标 准， “在 真 理 面

前， / 伽利略是人的标准”。 因此， 诗人要为真理而

斗争， “斗争养育着生命： / 胜利一定与我们同在！
/ 站在断头台前 / 我们微笑， / 我们不祈祷！” （《信

仰》） 这种不屈的抗争精神正是基于真理之上的坚

定信念。 正是这种信念才使作者在狱中写出了 《又

一名哥伦布》， 在干校期间写出了 《重读 〈圣经〉》
与 《信仰》 那样充满独立精神的诗篇， 表现出知识

分子的个性坚守。

三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和绿原同时期下放到

向阳湖 “五七” 干校的 “七月派” 诗人牛汉、 曾卓

等， 他们的诗歌创作同样保持了独特的个性， 在同

时期的干校诗歌创作中卓尔不群， 而且此时期的创

作水平都超越了前期创作， 成就了诗人一生中最重

要的作品。 《半棵树》、 《华南虎》 等作品比前期

创作更加深刻， 艺术水平更高， 牛汉自认为他这时

期的诗歌是 “迄 今 的 作 品 中 仍 然 是 属 于 最 好 的”。
牛汉曾谈到， 《半棵树》 是在向阳湖时受到冯雪峰

形 象 的 激 发 而 写 成 的， “我 在 水 泵 房 前 看 见 冯 雪

峰， 悲 苦、 坚 韧、 正 直， 活 像 被 劈 了 一 半 的 半 棵

树。 1972 年我的短诗 《半 棵树》 就 是 写 当 时 的 感

觉” ⑩。 那 “春天来到的时候 / 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

立着 / 长满了青青的树叶” 的形象， 给人强烈的冲

击。 雷劈去了一半的树， 在荒凉的山丘上， “侧着

身子挺立着”， 它 在 坚 守， 坚 守 心 中 的 那 份 信 念，
这既是给苦难中的冯雪峰画的一幅肖像， 也是作者

的一幅自画像， 诗中透出的那份顽强与执著， 那份

永不低头的顽强精神， 使 “诗歌的生命意识尤为突

出” 輥輯訛。 半棵树的形象成了永不凋谢的常青树， 永

远地挺立在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 曾卓 《悬崖边的

树》 中的树的形象， 就是受难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他们被 “奇异的风” 吹落在悬崖边上， 稍不小心就

会掉下去粉身碎骨，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 要么自

甘沉沦深渊， 要么抗争， 那 “振翅高飞” 的形象正

是无声的抗争， 是作者内心意志力的表现， “寂寞

地站在那里/孤独而又倔强”， 正是作者独特的生命

体验， 是 对 他 们 人 生 际 遇 的 生 动 诠 释。 “悬 崖”、
“鹰”、 “树” 的意象同时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 颇

有意味： “悬崖” 含险峻之意， 指一种人生处境；
“鹰” 有 翱 翔 与 搏 击 之 意， 指 向 自 由 渴 望； “树”
有挺立、 生命之意， 代表一种生命姿态， 这些一同

构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隐喻， 成为那个灾

难时代留给历史与后人的杰作。 几位 “七月派” 诗

人的创作， 标示着干校文学的丰富与深刻的一面。
绿原等 “七月派” 诗人在此特殊时期的创作表

现出的鲜明个性， 诗中那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 那

种受难者的形象， 诗中的现代意识等， 呈现出迥异

于同时代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 原因何在？ 首先，
一个个性倔强的优秀知识分子是富有坚守精神的，
至少他不会随波逐流。 “七月派” 诗人大多深受鲁

迅的影响， 有一些还是鲁迅研究者。 他们身上都有

鲁 迅 的 战 斗 精 神、 不 妥 协 精 神。 其 次， 当 时 下 放

“五七” 干校的知识分子有几类， 有的是无重大过

错但需要下去锻炼的一般干部； 有的是 “反革命分

子” 如冯雪峰等需要 “改造” 者。 “七月派” 诗人

皆因胡风事件被列入 “反革命集团”， 因此去 “五

七” 干校则有在人民的监督下 “改过自新” 的惩罚

性质， 他们不可能有热情跟在别人后面唱赞歌。 最

后， 当时下放到 “五七” 干校的知识分子， 除了马

列主义著作之外， 其它的书都不准看， 白天干各种

农活， 晚上学习批判。 那没有希望、 没有自由的荒

谬日子， 促使他们对于现实作出思考。 经过长期的

磨练， 前期热情的呐喊与战斗的直白已沉淀为含蓄

的表露与理性的沉思。
干校是我国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 这一段历史

是不容忽视的， 由此而形成的干校文学创作也无法

让人遗忘。 当时湖北咸宁向阳湖 “五七” 干校， 集

中了 6000 多名文化界人士， 包括著名作家沈从文、
冯雪峰、 冰心、 楼适夷、 张天翼、 孟超、 陈白尘、
萧乾、 张光年、 严文井、 韦君宜等； 著名诗人郭小

川、 李季、 臧克家、 绿原、 牛汉、 曾卓等； 评论家

侯 金 镜、 冯 牧、 许 觉 民、 阎 纲 等； 另 外 还 有 翻 译

家、 编辑及其他学者与家属等等， 这种罕见的大规

模的知识分子群体下放一个地方去接受劳动锻炼，
是从行动到精神上对他们的全盘规训。 福柯认为权

力 必 须 通 过 严 格 的 监 视 来 实 施： “通 过 监 视 和 观

看， 个人被对象化， 被观察， 被记录， 被铭写。” 輥輰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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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规训对象才能更好地被监督， 被控制。 在这

里不能擅自行动， 不能私自通信， 不能看除了马列

著作以外的书， 不能乱发 “反革命言论”， 被规训

过的话语只是僵化一致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了。
福柯认为， 在规训过程中使用规训权力的手段

之一是规范化裁决， 这是在这个权力网络内的一种

内 部 处 罚， “它 的 处 罚 对 象 包 括 时 间、 行 为、 活

动、 言语、 身体和性方面的不合规范的出格行为。
对这些不合规范行为做出的处罚， 可以使规训 (纪
律) 保持严格尺度， 适当标准， 整齐压力， 以便让

规训对象纳入一个同一整体中， 使其行为和身体规

范化， 标准化”。 当时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 劳动、
学 习、 批 判， 大 家 步 调 一 致， 消 除 个 性， 若 有 反

抗， 便会受到惩罚， 写检查、 挨批斗是常见的惩罚

方式， 被规训着的知识分子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困

难的。
尽管当时一些极端分子费尽心机， 然而， 知识

分子只能暂时被驯化， 在压制的下面潜藏着不屈的

灵魂。 由此， 再来探讨绿原等人在干校期间的创作

就有了更加不同一般的意义了。
绿原新时期重返文坛， “干校” 时期的诗歌得

以面世， 这些诗是诗人苦难历程的见证。 时代的巨

变再一次激活了诗人内心潜存的诗意， 绿原再次创

作出了大量的诗篇。 “刚刚从一段荒谬而虚假的岁

月中跋涉过来， 几乎每一个受难的诗人都从生命的

根底里体悟到 ‘真实’ 二字沉重的分量和珍贵的含

义， 无论是老诗人， 还是新诗人， 他们大都能够从

自己对生活的真情实感出发， 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
唱出发自内 心 的 音 律”， 经 过 生 命 与 艺 术 的 再 生，
新时期的诗少了些粗犷， 更多了些哲理感悟， 《歌

德 二 三 事 》、 《终 于 没 有 揭 开 神 像 面 纱 的 席 勒 》、
《咳， 海 涅》 等 诗 都 体 现 出 了 诗 人 对 历 史、 生 命、
人生的思考。

诗 人 在 新 时 期 诗 歌 创 作 中 继 续 保 持 了 独 立 品

性， 不随波逐流， 坚持诗歌艺术与人格的一致， 他

说： “我从四十年代初期开始学习写诗。 最初只是

把诗当作玩具， 或者当作与美捉迷藏的游戏， 或者

当作消愁解闷的手段。 无论当作什么， 都丝毫没有

帮助我， 感受到古代诗人在诗中所表现的人生的痛

苦。 直到后来我被投入民族和人民为求解放而不得

不进行的残酷斗争， 才逐渐抛弃那些幼稚的幻想和

嗜好。 自从我懂得一个诗人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
诗便日益成为我试图在苦难和斗争中探索人类精神

美的途径或桥梁。 这时我的一个座右铭就是 ‘只有

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 正是

在这个信念的告诫下， 我始终羞于以轻佻的态度接

近诗， 例如利用诗去追逐个人的名利。” 輥輱訛 正是这颗

对诗的敬畏与虔诚之心， 使诗人总能保持自己的独

立精神。
研究绿原在向阳湖 “五七” 干校期间的诗歌创

作现象， 对于我们重新审视文学史有着重要的启示

意义： 首先， 如何对待干校期间的文学创作问题？
干 校 文 学 是 一 个 特 殊 时 代 的 政 治、 文 化 现 象 的 折

射， 是一群文化人特有的心路历程的反映， 处在特

殊年代的干校文学虽然数量不多， 但同样显示了它

的 丰 富 性 与 独 特 价 值， 是 一 个 无 法 忽 略 的 文 学 现

象。 干校文学不仅仅是时间概念， 更是一个历史性

概念， 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文革” 文学不足以将

其 整 体 涵 盖。 其 次， 如 何 看 待 一 个 诗 歌 流 派 的 问

题？ 如 “七 月 派” 诗 人， 不 能 止 于 一 般 的 归 纳 概

括， 他们的创作千差万别， 各自在不同阶段的创作

也有很大差别， 加强个案研究， 开掘其诗歌创作的

丰富性， 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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