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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开店和去外地打工的
日子里，冯新伟也没忘记写诗。

1985年，他有机会接触到国内
著名诗人北岛等人写作的先锋诗
歌，从此开始了多年的先锋诗歌写
作。1988年，他的诗作《这个世界
的颂歌》在《诗歌报》首届探索诗大
奖赛获奖，他由此跻身先锋诗人的
行列。同年8月，他的其他诗作获
《草原》中国之星诗歌大奖赛优秀
作品奖。

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在诗
坛已小有名气的冯新伟，开始与我
市一些知名诗人在一起交流写作
经验，筹划出一本有长远目标的诗
歌民刊。

1991年，冯新伟与森子、海因、
罗羽、老船等诗人共同发起创办了
诗歌民刊《阵地》，成为编委之一。

他的长诗《被禁止的游戏》，组诗
《兰波的雨》《情史续篇》等多首
（组）诗歌作品发表在《阵地》上，广
受好评。

2010 年，《阵地诗丛》（第一
辑）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收
录《阵地》代表性诗人蓝蓝、海
因、罗羽、田桑、冯新伟、张永伟、
简单、高春林、邓万鹏、森子等十
人的诗集。 近 20 年间，《阵地》
真实记录了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新诗写作的脉络和演化过程，
成为阅读、研究 90年代以来新诗
发展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之一。

“我很荣幸参与了《阵地》前几
期的编辑工作。”冯新伟说，后来由
于多方原因，他没再继续参与《阵
地》的编辑工作，但尽管如此，他已

受益匪浅。
对于自己的诗歌创作，冯新伟

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诗歌之
所以与众不同，在于我比较准确
地向人们提供了真切的经验与情
景，而不是虚假的拙劣模仿。我
通过形象化的描述，完成了一首
诗歌所能达到的极致和过程。但
重要的是，不可忽视真实性在其
中的作用。因为一首诗若没有真
实作支撑，她就不能获得真切的
感人的力量，就没有灵魂，就不值
一文。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诗歌写
作，冯新伟很多时候生活过得很
清苦，但他表示，他写诗这四十年
来的收获已让他很欣慰，他最大
的愿望是他的诗作能早日结集出
版。

与诗歌民刊《阵地》的情缘

痴爱写诗四十载 安守清贫慰平生
鲁山诗人冯新伟和他的诗歌世界

在鲁山，受五四诗人徐玉诺影响而走
上诗歌创作之路者众多，冯新伟就是其中
一位佼佼者。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冯新伟，自小喜
爱文学，痴迷诗歌创作，在近四十年的诗歌写
作生涯里，他安守清贫，潜心创作出大量优秀
诗篇，诗作曾在《诗歌报》首届探索诗大奖赛
中获奖，个人曾获柔刚诗歌奖提名等荣誉，并
参与创办国内知名诗歌民刊《阵地》。

12月7日，由鲁山县的诗歌爱好者及我
市诗人发起的冯新伟诗歌研读会在鲁山县举
行，更多人了解到冯新伟和他的诗歌世界。

“蟋蟀又吹起那只口哨/丝
瓜藤被自身的向往所牵引/失
去 或 把 握 被 热 浪 煮 过 的 风
格……每秒一幅快照历史该是
多么冗长/有办法使每朵花都
变成芝诺/或芝诺的信徒，只是
找不到目击者/等全部的词汇
表飘零/回到词根，留下蝉独自
悲鸣”。

当天上午，冯新伟诗歌研
读会在位于鲁山一高附中的鲁
山县政协书画院举行，50多岁
的鲁山县广播电视局资深播
音员马远瞩深情地朗诵了《当
天气渐渐转凉的时候》《一个
少年在奔跑》等诗作，鲁山电
视台主播李恒涛、鲁山一高附
中学生史若鉴朗诵了《半岛》
《消失的荷塘》《磨针溪》《麻雀》
等诗作。

冯新伟诗歌研读会吸引了
鲁山县文化教育界多位人士的
关注。鲁山一高校长牛山坡、
鲁山县文联主席郭伟宁等在研
读会上对冯新伟常年坚持诗歌
创作的精神和取得的成绩表示
肯定，并现场赠送冯新伟《徐玉
诺研究丛书》等书籍。

“他的诗让我感到很震

撼。诗句既真实地反映了他在
鲁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朴实
凝练，情感真挚，又有所跨越突
破和超脱。”参加研读会的鲁山
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景春
迎在发言时感叹道。

鲁山一高教师史大观近年
来一直专注研究鲁山诗歌现
状，曾主编《徐玉诺研究丛书》
一书，并参与编写《徐玉诺诗歌
精选》等书籍。他在发言时动
情地说，冯新伟的诗作是从鲁
山土生土长的优秀诗学文本，

“不仅诗歌作品能打动人，其常
年坚守清贫，坚持创作的精神
也很感人”。

我市 70 后诗人张杰是首
届徐玉诺诗歌奖得主，他在发
言时说，他与冯新伟认识有20
年了，冯新伟的诗歌是极其出
色的中原风物诗，他诗里的现
实语境很接地气，而在语言使
用和题材上又极具先锋意识，
勇于坦承自己的内心世界，有
效地反映了个人的思想维度和
深度。

研读会上，面对大家对自
己诗歌的点评，冯新伟静静聆
听，不时眼含热泪。

走进冯新伟的诗歌世界

“没有想到大家对我的诗
歌这么关注。”参加完研读会
后，冯新伟回到鲁山县城东北
露峰街道下洼村家中，这样说
道。

冯新伟的家在一处相对
封闭的大院子，地处下洼村村
北，数百米外是焦枝铁路。院
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松树，还有
一棵山楂树，山楂树上的叶子
已枯黄败落，残留在枝头上的
一两颗红色山楂果，在冬日
阳 光 照 耀 下 看 上 去 很 是 醒
目。

在冯新伟居住的主房是
陈旧的平房，东边的房间墙壁
上随处可见他用铅笔写下的一
些诗句。冯新伟说，他前年得
过脑梗死，记忆力下降了不少，
有时候写作灵感时，就把一些
诗句随手写在墙壁上。

冯新伟上初中时就特别喜
爱文学，他的作文经常被当作
范文在班里读，他最喜爱的是

当时一些西方诗人写的十四行
诗。

初中快毕业时，冯新伟赶
上父亲所在的鲁山县化肥厂招
工，他没参加中考就进厂工
作了。“刚开始在车队跟着师傅
们学开大卡车，后来因为能写
东西进入厂办公室。”

他1979年参加工作，那时
刚满16岁。工作之余，冯新伟
没有忘掉原来的文学爱好，开
始尝试着写诗歌。不久，他写
的一些诗歌在《平顶山日报》副
刊发表，这让他对诗歌写作更
有信心和激情了。

“那时候经常去县文化
馆图书室借书看，还订了不
少文学杂志和报刊。”冯新伟
说，他当时订的杂志是《世界
文学》《人民文学》和《诗歌
报》等，还在县里和其他诗歌
爱好者共同创办了“星月”诗
社，他任社长，组织大家一起
写诗歌。

工作之余迷上诗歌写作

冯新伟觉得，诗歌最能表达自
己的感情，写起来也顺手。后来

“厂子不行了，处于失业状态”。他
曾在县城开过书店和服装店，“当
时卖服装从武汉进货，不挣钱，就
不干了”。他还曾去洛阳打工，“在
一家老豆腐汤馆打工，早上要刷二
三百只碗”。

在自传诗《在洛阳老豆腐汤
馆》里，他写道：每早至少刷300只
相同的/印有清洁公司字样的大白
碗/弄得我现在，一看见脏碗就
烦。这首诗他有这样的手记：稿费
迟迟不到，只好去打工。

生活中的很多物件及景物都
进入冯新伟的诗歌世界。他家的
山楂树上，时常会有鸟雀光临，他
在《宿鸟》中写道：鸟的夜总是提前
来到/有火烧云背景的树，随风/让
暮色摇成波涛/在歌德的诗里，它
们安息/给夏夜纳凉的我一个参
照。

冯新伟居住的房间里挂有
一幅红丝绒窗帘，也被他写进
一 首 名 为《一 幅 旧 窗 帘》的 诗
里：花和叶满幅的红丝绒窗帘
上/最近，我总读出各种姿态的
人物……至于窗帘原挂何处/遮
蔽过谁的窗户，便阳光和天光减
弱/我认为并不重要……她却从
不了解我，是怎样艰难的/取得
汉语的信任，三十年如一日/一
笔一划地让自己移居，并毫不费
力地/一再读出窗帘上繁复、凌
乱的幻象。

在《纪念》一诗中，他也把距离
其家不远的铁路入诗：谈论着进化
论和蝉/痛苦的蜕变，我们翻过/两
座铁桥，四条平行的铁轨。

他年少时读过的很多书籍也
成为写诗的对象。在《重读马
丁·海德格尔》中，他写道：我坐
在扁豆架下读书/被串串紫花和
绿叶保护/其中黑乎乎的竹木，支

撑起/小小的棚舍，我暂时躲避在
这里。

“冯新伟的诗歌里有丰富的
西方文化元素，呈现了西方现代
主义的文化气息，他诗歌里有西
方哲人、作家的名字，如古希腊
哲学家芝诺、法国诗人魏尔兰
等，使他的诗歌呈现出多元化的
特点，时代感、前卫性也很强。
他很善于吸纳新鲜事物，有一种
诗的博大的情怀，诗歌结构、表
达形式具有奇特性，诗歌语言具
有神奇性，这很难得。”研究当代
文学的北师大博士生、平顶山学
院文学院教授赵焕亭这样评价
道。

“好的诗歌来自于生活，但又
不只是对生活的简单呈现。冯新
伟能从清苦的生活中提炼出不少
优秀的诗作，并常年坚持诗歌创
作，这很不容易。”我市诗人欧阳关
雪、北渡等人说。

平凡生活有诗意

□本报记者 王春生 文/图

冯新伟在自己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