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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湜诗论中的“新生代”关怀

蒋　 登　 科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学报编辑部，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唐湜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就提出了“新生代”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学术总结。 他所谓的“新生代”主要是指

以九叶派诗人为代表的年轻诗人群。 唐湜对他们大多数人的作品进行了评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而且由此

产生了“合流”诗的艺术主张。 他的研究对于九叶诗派的最终形成起到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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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上，“新生

代”一词广为流行。 这并不是一个新创的术语，早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诗歌界就有人使用，九叶诗派的

诗人和诗论家唐湜还写过专文《诗的新生代》。 我

们暂时还没有资料来证实“新生代”一词是否唐湜

首创，但我们必须承认，他在文章中的应用对“新生

代”的基本内涵进行了不一定自觉但却比较独特的

界定。
其一，“新生代”指的是年轻的诗人群，或者如

杭约赫在《诗创造》的《编余小记》中所说的“初来”
的诗人，他们是诗坛的新来者、初来者。 其二，“新
生代”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与以前的诗人或同时期

的其他诗人有很大差异，他们敢于突破前人，敢于反

叛既有规范，开创诗歌艺术的新天地，给人别有洞天

之感，因此，新生代诗人有时又被称为“先锋诗人”。
其三，“新生代”不是现代主义诗人的代名词，在唐

湜看来，以穆旦、杜运燮为代表的具有现代主义特色

的诗人和以绿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人都可以看成

是新生代诗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敢于在诗歌艺

术探索中超越与突破。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

诗坛上所说的“新生代”基本上接受了唐湜的界定，
不过，有时候又专指年轻的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

义诗人，这一点与唐湜的界定有所不同。
就整个中国新诗历史乃至世界诗歌历史来看，

“新生代”诗人的命运一般都比较坎坷，在其出现的

时候，往往要遭受来自多方面的阻力甚至指责。 但

是，只要他们的艺术追求对诗歌艺术的进步有所推

动，时间最终会做出公正的裁定。 在其生活与创作

的年代，惠特曼、波德莱尔等都可以看成是新生代诗

人，他们在出现之初都未能被人承认，而后来的历史

却证明，他们为推动整个诗歌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在中国，新诗的倡导者在当初可谓新生

代诗人，然而他们的提倡最初并没有被大多数诗人

所支持和接受，我们甚至可以说，要不是有民主、科
学的精神作为背景，中国新诗的诞生将可能受到更

大的阻力。 在 ４０ 年代，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
为主要阵地的九叶诗人群是典型的新生代诗人，他
们一反单纯的现实主义诗歌主潮，提倡现代主义或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合流，在当时，他们受到了来

自诗坛的多方面攻击，而在数十年之后，我们不得不

承认，九叶诗派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歌流派，为
新诗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 ８０ 年代初，
“朦胧诗”被作为晦涩诗、难懂诗受到指责，但随着

诗歌艺术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朦胧诗开创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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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诗的一个新时代。
基于上述历史事实，我们似乎应该确立这样的

观念：在对待诗的新生代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完全以

既有的眼光去打量他们，不能对与过去、现在有所不

同的新的艺术探索完全加以否定，而要深入思考他

们选择这种艺术追求的多方面原因，探求他们在艺

术探索中是否提供了具有诗学意义的启示，是否可

能对新诗艺术的进步产生正面的推动，并且，对于他

们所体现的新的诗学价值要给予肯定，而对于其中

的非诗因素要给予纠正与引导。 在关注新生代的艺

术探索的时候，历史的理性和对未来的推想都是不

可或缺的，个人好恶不能取代科学的批评。 新生代

诗人之所以在其出现之初往往受到指责甚至批判，
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艺术探索中可能存在一些不成

熟的艺术因素以至于非艺术倾向，另一方面是因为

不少接受者喜欢用既有的诗歌观念来打量新的诗歌

现象，以旧的文化心态来观照新的艺术取向，特别是

在许多中国人具有的崇尚渐变而不崇尚革命的文化

心态中，新生代诗人的处境往往比其他一些文化语

境中的诗人更为艰难一些。
我们之所以专门探讨唐湜对新生代诗人的批

评，首先在于他关注新生代创作的艺术敏锐和信心，
其次在于他对新生代诗人的批评构成了他的诗学体

系的重要部分，不但支持了这个诗学体系的完整性，
而且为一个诗歌流派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 用唐湜自己的话说，他在 ４０ 年代后期“为辛

笛，为穆旦，为敬容，为严肃的星辰们写起了轻松的

评论，形成了一个九叶诗派” ［１］２６４。
九叶诗派的真正形成是在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创办的

《中国新诗》时期（因此有些专家又称之为“《中国新

诗》派”或“《中国新诗》诗人群”）。 而在此之前，唐
湜已经写了不少关于后来 “九叶诗人” 的评介文

章①。 《诗的新生代》刊于 １９４８ 年 ２ 月的《诗创造》
第 ８ 辑，涉及到穆旦、杜运燮、绿原等人的创作；《杜
运燮的〈诗四十首〉》刊于《文艺复兴》１９４７ 年 ９ 月

号；《辛笛的〈手掌集〉》写于 １９４８ 年 ２ 月；《搏求者

穆旦》写于 １９４８ 年 ２ 月（以《穆旦论》为题发表于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出版的《中国新诗》第 ３ 集）；《严肃的星

辰们》写于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刊于同年 ６ 月出版的《诗
创造》第 １２ 辑），涉及到唐祈、莫洛、陈敬容、杭约赫

等人的创作。 这些文章均完成或发表于《中国新

诗》出版之前，如果说唐湜对唐祈、辛笛、杭约赫、陈

敬容、莫洛等集中于上海的诗人的关注有着诗艺认

同与私人友谊等多种因素的话，那么他对穆旦、杜运

燮和后来对郑敏等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诗人的关注和

肯定则完全是出于诗艺上的认同了。 基于这些历史

事实，我们认为，在九叶诗派的形成过程中，唐湜的

诗论确实起到过不可低估的作用。
曾为《诗创造》诗人群和九叶诗派同路人的莫

洛对唐湜说过这样一段话：“你应该提一下你这些

对九叶与九叶周围的前辈诗人、作家，包括我在内的

新鲜评论大多是对当时十分寂寞的他们的第一次评

论，也许从 ４０ 年代起还是唯一的一次赏析。 只除冯

至的十四行集，有过李广田的评论，穆旦有过同学王

佐良的评论。 ７０ 年代初，香港两大学出版的张曼

仪、黄继持们编选的《现代中国诗选》两大卷，就肯

定了你的论点，重点选了他们的作品，如选得最多的

是何其芳 ２０ 首，而辛笛与卞之琳都是 １９ 首，还引用

了你的一些评论、论点。 你的评论对九叶这一流派

的形成，也起了一些团结作用。 《九叶集》作为一本

流派诗选出版后，国内与港台、国外的评论很多。 新

时期以来的几十本现代文学史中，他们的形象也都

较为突出，我看，将来的评价也许会更高。 这些都与

你那时（还是个大学生！）写的评论分不开。 可以

说，你的评论就大致决定了 ４０ 多年后他们在文学史

上的形象与位置。”②我们并不排除这段话中可能包

含的友情的“溢美”，但总的来说，莫洛谈的是事实。
唐湜在 ４０ 年代后期对新生代诗人的评价确实为新

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诗学史料，为九叶诗派的形成

和他们在新诗史上的地位的确定奠定了重要的理论

基础。
唐湜对当时新生代诗人的评论既坚持他自己的

诗学主张，即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合流”看成

是新诗现代化的方向，注重本体又不否定诗与生活

的关联，还注重每一位诗人在探索中所体现出来的

个性特征与独特创造性。 他所谓的“新生代”不是

某一思潮或流派的诗人，而是那些在艺术上具有创

新特色的诗人，他们甚至分属于不同的流派。 具体

说，在 ４０ 年代后期，新生代诗人既包括具有现代主

义特色的在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的诗人，也包括

主要追求现实主义诗风的一些“七月派”诗人。 他

认为 ４０ 年代后期的诗坛上主要有两个浪峰：“一个

浪峰该是由穆旦、杜运燮们的辛勤工作组成的，一群

自觉的现代主义者，Ｔ·Ｓ·艾略特与奥登、史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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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该是他们的私淑者。” ［２］２１“另一个浪峰该是由绿

原他们的果敢的进击组成的。 不自觉地走向了诗的

现代化的道路，由生活到诗，一种自然的升华，他们

私淑着鲁迅先生的尼采主义的精神风格，崇高、勇
敢、孤傲，在生活里自觉地走向战斗。” ［２］２２－２３可以看

出，唐湜所谓的新生代其实是具有包容性的，只要在

艺术上是诗的，他就给予关注和肯定。 而且他还呼

吁：“让这些钢铁似的骨干与柔光似的手指，拥抱起

来吧，让崇高的山与深沉的河来一次‘交铸’吧，让
大家都以自觉的欢欣来组织一个大合唱吧，该鼓励

这么作的，因为着两方正可以相互补充，相互救助又

相互渗透呵，因为诗的新生代正要求着自然的与自

觉的现代化运动的合流与开展。” ［２］２４

不过，在具体探讨的时候，唐湜更多的还是关注

着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 他的评论是以作品解

读为基础，并进行适当概括与抽象，因而不乏精彩的

观点。 他认为杜运燮的《诗四十首》中最好的作品

是他的自我抒情诗：“意象丰富，分量沉重，有透彻

的哲理思索，自然又多样，简赅又精博，有意味深长

的含蓄，可以作多样的解释，有我们读者自己作独特

探索的余地，稳重而矜持的风格里有大胆的肯定，流
利的文句里有透明的感悟。 意象跳跃着在眼前闪

过，像一个个键子叮当地响过去，急速如旋风，有一

种重甸甸的力量，又有明朗的内在节奏，像一个有规

律的乐谱。 有时深厚像老年人的说话，有时轻快从

容，又像一枝箭射出去、落下来。” ［３］５１－５２他由此认为

“年轻的杜运燮是目下不可忽略的最深沉最有‘现
代味’的诗人之一。 一般说来，中国的诗坛似乎还

滞留在浪漫主义的阶段上，杜运燮却是少数例外的

一个” ［３］５６。 唐湜在这里强调的是杜运燮诗歌的意

象及其多种营构方式，正是他注重诗歌意象的观念

的另一种诗学体现。 唐湜认为辛笛的诗有一种古典

主义气质，“圆润而晶莹，在在深沉的思想皆化为清

新的精神风格与感情等价（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和谐而中节，没有虚浮的伤感与过分的夸

大；凡假托意象而抒情时，总那么伸缩自如；而凡直

接欲有所呼唤或有所叫喊时，却总显得局促不安。
当生活的叶脉潜隐，而意象逐渐显色时，一种闪烁的

光彩，像一片透明的雾，便浮现在我们眼前，恬静、清
晰，偶然一连串妙语，便像崇楼凸出于海市，使人惊

羡不已” ［４］５８－５９。 他在这里肯定了辛笛诗歌的“合

流”效果，以及意象营构方面的一些特点。 唐湜说

陈敬容的短诗“像一些晶莹的露珠，透明，特别富于

提示的力量” ［５］７９，而在《星雨集》里，则“渐渐发现了

那里面男性的气息是怎样无间地融合在女性的风格

里” ［５］７９。 他主要探讨了陈敬容的诗歌在艺术表现

手段和艺术风格上的不断演化。 唐湜认为穆旦的诗

“常常有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一个由外而内，由广

而深，由泛而实的过程；而他的思想与诗的意象里也

最多生命的辩证的对立、冲击与跃动，他也许是中国

诗人里较少绝对意识又较多辩证观念的一个，而可

贵的还是他的自觉性的敏锐。 他只忠诚于自我的生

活感觉，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良心，正如有人主张过

的：不求生活的胜利，只有生活的忠诚” ［６］９１。 穆旦

的诗歌把持了“一个坚定的大勇者的风度”，“没有

虚妄的伤感，只有更深的坚韧” ［６］９８，“他以全身心拥

抱自我，也因而拥抱了历史的呼吸，拥抱了悲壮的

‘山河交铸’。 他所表现的不是一个虚浮的概念，却
是他的全人格，新时代的精神风格、虔诚的智者的风

度与深沉的思想者的力量” ［６］１０６。 这里涉及到穆旦

诗歌的结构方式与情感展开方式，也涉及到穆旦诗

歌的风格特征与深厚的历史、文化、精神意蕴，展示

了一位“搏求者”的精神与艺术风度。 在郑敏的诗

歌中，“思想的脉络与感情的肌肉常能很自然和谐

地互相应和，不像十八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那样

厌恶理性与思想，她虽然不自觉地沉潜于一片深情，
但她的那种超然物外的观赏态度，那种哲人的感喟

却常跃然而出，歌颂着至高的理性。 ……我们可以

把她比拟作一个静夜里祈祷的少女，对大光明与大

智慧有着虔诚的向往” ［７］１４３。 他对郑敏诗歌中的理

性精神与“坚韧的浪漫感情”给予了肯定。 唐湜认

为唐祈的诗“从容、俊逸、风姿英发、不苦涩滞重，也
不轻脱油滑” ［８］１６４，“有一种超然的历史看法，沉下

自己的激情，只纯然为绘写历史的面貌而抒唱；或
者，从文艺上看，诗人的气质是冷凝而坚忍、克制的，
处处有超越的自觉” ［８］１７１。 这正是唐祈诗歌的整体

风格。 唐湜认为，莫洛的散文诗“那种约束里的奔

放，那种轻唱里的高昂使他在自然的音步的堤岸间

激起一种坚实的昂扬，一切都那么明朗、简朴、直爽，
从语言到思想，全是一个向上的跃进” ［８］１７２。 而杭约

赫的讽刺诗则显出了“画家本色”，“从容地思索，从
容地浮沉于光影之间，而阴影更常占有中国画里的

空白地位，具有充盈的活力。 这是诗人自己的世界，
静默里不妨起立狂歌，遨游中不妨婆娑起舞” ［８］１８６。

１７

　 　 蒋登科　 唐湜诗论中的“新生代”关怀



上述这些评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同龄人的激赏的印

记，但唐湜从对诗人的评价中强化了他对诗的生命

特别是生命力、意象、经验及风格的进一步认识，也
勾划了新生代诗人群的个体与整体艺术特征，在倡

导诗的创新与变革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
基于对诗的“新生代”的全面介绍，唐湜对 ４０

年代的人文处境与新生代诗人艺术探索的价值也进

行了客观公允的定位。 他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

历史时代，……严肃应该是一种信心的坚定与真挚

的坚持，它不能与色厉内荏者并肩而立，它亦不能与

市侩的功利主义、低级的趣味主义并肩而立。” ［８］１９０

这是唐湜对新诗革新之路亦即现代化之路的基本认

识，因此他强调“个人特殊的真挚气质，个人特殊的

风格” ［８］１９０在诗歌探索中的决定作用，而他所评价的

新生代诗人正是他所认定的这一观念的具体体现，
“他们在诗的天宇上都是严肃的星辰，对历史生活

都有一种严肃的气度与反应，也都对新人类的理想

生活与艺术的完成有着坚定的追求，我们不能忽视

了他们行将投射于未来的闪耀的光焰” ［８］１９０－１９１。 可

以看出，唐湜极力关注与鼓吹新生代诗人的艺术探

索并不是盲目的、没有因由的，而是针对当时诗坛的

沉寂现状与对未来诗歌路向的关切而有意为之的，
这其中也包含着唐湜本人对诗歌艺术求新求变的强

烈愿望。
在唐湜对新生代诗人的关注之中，我们还应该

注意他的评论的另一面。 他不仅对新生代诗探索的

成就予以肯定，而且对他们在探索中的失误或不足

直言相告。 他认为杜运燮“对于比较复杂的题材也

显出有点力不从心。 譬如《给孝本》与《第一次飞》
的后面几节，就有点像强弩之末” ［３］５２，“我觉得作者

是最长于写开头，而结尾的力量则往往弱一点，有一

点虎头蛇尾” ［３］５３。 辛笛的《珠贝篇》“缺乏一种在中

节与克制里勃起的高贵的浪漫感情，一个虔诚的生

命。 这或许是由于诗人对自我的斫伤，或许更由于

对自己的放纵” ［４］５９。 《识字以来》“最后的那四行我

想是多余的，只破坏了原先那优美的气氛” ［４］６４。
“《警句》与两首轻松诗：《逻辑》与《阿 Ｑ 答问》，我
想是全书中的失败之作” ［４］６５。 陈敬容的“《山村小

住》比较零乱，《绿色与紫色》、《月夜》、《黄昏的故

事》……似乎还只是花蕾，没有得到充分营养而开

放成大花朵” ［５］８２。 郑敏 ４０ 年代的诗歌“仅仅是过

于绚烂、过于成熟的欧洲人思想的移植，一种偶然的

奇迹，一颗奇异的种子，却不是这时代的历史的声

音” ［７］１５６。 在唐湜的整个评论之中，上述的指弊虽然

只是极少的部分，却能涉及到要害。 这一方面体现

了唐湜诗论体系的辨证性与科学性，他并不对自己

所关注的新生代诗人一味唱赞歌，而是以自己认定

的诗学标准对他们的创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既
肯定成绩，又指出不足。 另一方面，指出不足乃至缺

陷实际上并非对诗人的否定，而是期待诗人在探索

中予以纠正，使创作走向更高的水准。 这里面包含

着唐湜对诗人的尊重，也包含着他对未来诗歌更美

好前景的期待。
可以说，唐湜 ４０ 年代对诗坛新生代诗人的关注

其实是在为“九叶诗人”的艺术探索进行诗学上的

总结———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对诗人所创造的

意象的关注，这正好体现了唐湜在其诗论中对意象

的重视［９］。 他对这些诗人的评价，基本上体现了中

国诗歌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观念的融合，揭示

了新生代诗人在诗艺综合上的特色。 这与袁可嘉所

总结的九叶诗派的艺术特点具有一致性。 袁可嘉认

为，九叶诗人所追求的“新诗现代化”主要包括两个

方面：“第一，在思想倾向上，既坚持反映重大社会

问题的主张，又保留抒写个人心绪的自由，而且力求

个人感受与大众心志相沟通；强调社会性与个人性、
反映论与表现论的有机统一；这就使我们与西方现

代派和旧式学院派有区别，与单纯强调社会功能的

流派也有区别。 第二，在诗艺上，要求发挥形象思维

的特点，追求知性和感性的融合，主张象征和联想，
让幻想与现实交织渗透，强调继承与创新、民族传统

与外来影响的结合，这又与诗艺上墨守成规或机械

模仿西方现代派有区别。” ［１０］因而，唐湜的诗论在总

体上概括了九叶诗派的艺术探索与艺术目标。 同

时，唐湜的诗论体现了对待诗歌新现象的求实态度，
既宽容，亦批评，为诗歌艺术的探索披荆开道，这也

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启示，比如对

新的诗歌现象的学术敏锐和对新的诗歌现象的多侧

面的公正评价，等等。

注释：
①本段中涉及的文章题目均以《新意度集》为准，有些题目与最初发表时有出入，如《辛笛的〈手掌集〉》原为《手掌集》，《杜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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燮的诗四十首》原为《诗四十首》，《搏求者穆旦》原为《穆旦论》。
②转引自唐湜《关于〈新意度集〉———学习写诗评的回忆》，《诗探索》１９９４ 年第 ２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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