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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读诗写诗你就弱爆了

1.不止名家朗诵，企业管理者、律师、
公务员、学生都“为你读诗”

每晚十点，你可以在线收到一位阅读
嘉宾朗诵的诗歌。有统计显示，微信订阅
号“为你读诗”很快就收获超60万个粉丝，
每晚平均有8万人听诗，通过阅读和聆听
欣赏诗歌的早已过亿。嘉宾朗诵的有著名
诗人比如李白、李商隐、李清照等的作品，
也不乏新诗名作，如郑愁予的《情妇》，席慕
蓉的《一棵开花的树》，冰心的《纸船》，余光
中的《乡愁》，戴望舒的《雨巷》，舒婷的《致
橡树》以及当代诗人于坚的诗。最近因科
幻电影《星际穿越》而顺带大热一把的迪
伦·托马斯的诗歌“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
夜”，也成了被朗诵和收听的热门。

诗歌朗诵者群体当中也是名家云集，
比如电视主持人陈鲁豫，《舌尖上的中国》
解说、配音艺术家李立宏，北京人民广播电
台交通广播主持人以及电视剧《红高粱》男
主角扮演者朱亚文等人。

2.线下在大理摆地摊卖“手写诗”，线
上与新锐漫画进行“诗合作”

因“废话体”诗备受争议而走红的青年
诗人乌青，最近在做两件与诗歌有关的事
情。第一件，他现在在大理居住，将自己的
诗歌写在纸板上或者布包上，在大理街头
摆摊。去大理旅游的文艺青年，除了听流
浪歌手唱歌，还可欣赏到乌青的“手写
诗”。第二件，他与兄弟六回一起，主编一
个风格立为“新诗意”、“酷杂志”的微信公
众号“这里有诗”。在标签备注里写道“如
果生活没有诗意，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在这个电子杂志中，有乌青手写的诗
歌卡片展示，有他的诗人朋友们的好诗欣
赏。还有乌青的诗与新锐漫画混搭，女诗
人小安自绘自创的诗意明信片等“诗合作”
栏目，显得生动活泼。甚至还有六回对购
买乌青手写诗的文艺青年的即兴访谈。

（综合）

微信时代 诗人出没

诗歌又开始火了？
近期，“第一朗读者”、“诗歌是一束光”、“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微信诗歌公众号订阅量猛

增，号称已经拥有数十万的读者和粉丝，再加上不少文化知名人士为诗歌公众号献声，更引发微信朋友
圈内掀起诗歌转发风潮。此外，“乌青体”诗歌诞生两年后再度走红，近日在引发热议之后还得到大量网
友模仿。如此热闹的场面，让我们感觉，小众的诗歌似乎借着流行步伐高调走入大众文化，如此流行方
法是诗歌之幸还是诗歌之殇，也引发文化名人的关注与探讨。

■相关链接

乌青的手写诗

■转向网络生存 让诗歌
美学更多元

你有多久没有专门去买一本
专业的诗歌杂志了？你认真读过
的一本诗集，除了多年前的汪国
真、席慕蓉，还有别的什么人？著
有《“第三代”诗歌研究》的三峡大
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刘波认
为，“相比于其他文体，诗歌更彻底
地转向了网络生存。从最初的论
坛、博客，到如今的微博、微信，移
动终端在短时间内让诗歌传播变
得更加快捷、便利，而且广泛。近
一年来，在‘为你读诗’、‘读首诗再
睡觉’等微信公众号上，几十万人
同时读一首诗的现象，成就了一场
盛大的网络阅读奇观。”

由于诗歌在过去十多年里被
小众化、精英化、知识分子化，在普
通大众的眼中，“看不懂”也成了对
诗歌俘获人心的最大障碍。而在
大众自媒体时代，更多的普通大众
与诗歌更多的短兵相接，开始慢慢
挑选自己看得懂的作品，进而走进
欣赏诗歌的门槛内。一个被关注
到的现象是，当下订阅量比较大的
诗歌微信公众号，其制作者中的多
数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人或诗
歌行业的职业从业者（比如诗歌报
刊编辑、出版人、诗歌评论家、大学
的文学教授），而更多的是由热爱
诗歌的普通人来参与完成的。

著有《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
先锋诗歌》的诗人霍俊明在一篇名
为《诗歌的阅读时代正在降临》的
文章中提到这些“普通人”给诗歌
带来的影响，“他们在以最大的自
由度理解和接受诗歌。这种自由
度不仅体现为筛选范围的扩大（古
今中外应有尽有），还尤其体现为
对诗歌美学理解的多元。可以说，
因为挣脱了美学上、思想上和文学
史意义上的条条框框，普通人忠实

于自己的阅读感受，用订阅和转发
来‘投票’，选出了那些最能接通他
们情感的诗作。”

■手持终端平台 诗歌传
播日益便捷

诗歌传播方式的变化，处于写
作当中的诗人，自然有足够的敏感
度。著名女诗人翟永明告诉记者，

“在微信上，我的确读过不少很不
错的诗歌。这种诗歌传播方式，对
于作者很快捷方便，对于读者也不
会造成干扰。喜欢就读，不喜欢不
点开就行了。”

在翟永明看来，今天的我们，
“身处一个奇怪而富有张力的社会
转型期，也身处一个从未有过的平
面的网络世界。由于全球化以及
新媒介、新科技所带来的时代多样
性，一方面，我们的古老汉语受到
电脑普及和全球趋同的标识符号
的污染；另一方面，数字时代引发
的碎片式的思维和碎片式的书写
方式，也使得人们的书写语言更为
简洁精准，最大程度地靠近和扩充
汉语每个单词的容量，就像古代汉
语的作用一样。正是这些使世界
不断重生的崭新“科技”仪式，成为
了人类经验的独特时刻和一种新
的通灵方式，同样它也使得最具性
价比和最环保的文学模式——诗
歌，成为激发新一代人‘汉语想象
力’的最佳选择。”

对于时代的新鲜科技方式，工
科生出身的诗人翟永明，有超出不
少诗人的清明和豁达眼光。她说，

“有创作力的作家和诗人，应该从
中发现和创作属于这个时代的新
鲜隐喻和诗意的解码，而不仅仅停
留在一些固定的概念之中。”

■新载体链接大众 诗歌
有重新繁荣迹象

诗人赵丽华算是国内较早一

拨与互联网接触并表现活跃的诗
人之一，微信公众号以及网络电台
APP时代的到来，赵丽华同样也没
有落下节奏。2014年上半年，赵丽
华在一个名为“蓝莓”的网络电台
APP上开了一档读诗的音频节目，

“每天一期。朗诵一首诗加上别人
的点评及解读。做了一百多期，效
果不错。”

据赵丽华向记者讲述，互联网
在国内最早流行起来那几年，在前
微博的时代，“曾经出现过 100多
家诗歌网站，很多资深的诗人都在
这些诗歌网站上发表诗歌。那真
的是群星荟萃，出现了很多漂亮的
现代诗歌。”后来有了微博，让诗人
有了更加新锐的表现阵地，“因为
有140个字的限制，对写作者尽量
使用最简练、最言简意赅的方式表
达，是非常好的锻炼。这其实跟诗
歌的写作特点很一致。”

赵丽华认为，“像微博、微信这
样的社交软件在大众中的流行，为
诗歌再度繁荣带来非常好的平台
和条件。诗歌是中国人骨子里的

“宗教”。只要找到适合的传播方
式，我相信，诗歌会迎来复兴。至
少现在有这样的迹象。”

诗歌是小众的、精英的、冷门
的，这种观点早就不鲜见。但诗歌
对年轻人的潜在吸引力，让赵丽华
印象深刻。她讲述说，今年她在全
国多所高校进行了自己的诗歌巡
回讲座，“在大学生中做诗歌讲座，
让我总体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现
在的年轻人群体是非常热爱诗歌
的。尤其是对于一些新颖的实验
型的诗歌写法，他们的接受度和敏
锐度非常好。我跟他们讲，我的诗
歌写法，或者像‘乌青体’的诗歌，
都不是胡乱瞎写的，而是有自己的
诗歌传统和严肃的诗歌理念。听
我的讲座，这些大学生的思维往往
非常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