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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写作有没有窍门. 绝对有的%中国作为诗歌的国度$数千年来累积了

丰富且珍贵的诗歌杰作$滋养着无数人的心灵%而这份宝藏不仅等待后世挖

掘$也期待来者回馈%假使掌握了诗歌写作的知识#方法$我们可以抒发情

感#驰骋想象$更可以借此感动他人$鼓舞彼此追求一个尊严且健康的人生$

这不是一件很有意义与价值的事情吗. 本章将以培养诗歌写作能力为主旨$通

过经典生动的实例#循序渐进的说明$奠定初学者在诗歌写作上的良好基础$

启发诗歌写作的创新思维%

第一节
!

诗歌的基本知识

一!诗歌的定义与特点

诗歌写作的第一个窍门$就是清楚认识诗歌的定义与特点%

诗歌是 !一种音韵生动$语言凝练$结构多样$用以反映生活和表现情志

的文体"%通过这个定义$首先注意到诗歌的语言$格外重视音乐美#字斟句

酌的推敲$以及结构的经营%只要把握住诗歌的语言特点$写作时便不容易与

其他文类发生概念混淆%概念清楚$!诗歌"的基本架势摆得有板有眼$连带

省去一些初学者易犯的毛病$例如$写旧诗时不懂得平仄#押韵$写新诗却变

成 !分行的散文"%

其次$注意到诗歌写作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主观上 !表现情志"$一个是

客观上 !反映生活"%关于前者$中国古代文学史有相关论述$例如$ !诗言

志"或 !诗缘情"的说法$说明诗歌尤其擅长表现人的心志与情感%关于后

者$西方传统也有不少文献记载$例如$诗歌是现实的 !模仿"或者 !再现"$

说明诗歌同样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只有紧扣诗歌目的$诗歌才不会是无病呻

吟$更不会是空中楼宇$而是一种极具生命感的写作类型%

诗歌的各种特点$是围绕着前述定义推演而来的%诗歌的样式多元$不同

的诗歌类型$自然也有不同的特点$但一般来说$诗歌的特点主要包含抒情



���

第三章
!

诗歌写作
!"#

!!!

性!音乐性!意象性等"

!一"抒情性

诗歌最为显著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强烈的抒情性"

$诗经%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因为内心情绪的跌宕起伏#使得诗

歌写作出现了动机#这几乎是所有艺术诞生的先决条件#古今中外皆然"班固

的 $艺文志%认为两汉乐府民歌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陆机的 $文赋%主

张 '诗缘情而绮靡(#现代诗人郭沫若说 '诗的本质专在抒情()西方浪漫派代

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也说 '诗是强烈情感的流露("当喜怒哀乐等情绪萦回

心头#难以排解#写诗便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诗歌的抒情性又可以简单分为两种#即主观的抒情与客观的抒情"主观的

抒情#指的是诗人直接表达情感"例如#陈子昂的 $登幽州台歌%说&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

在这两句诗行里#客观现实被推至 '天地(这个大远景#没有具体描绘#反倒

是诗人的主观情感得到充分表现"而经过这样的 '特写(#诗人沧海一瞬的孤

寂感#也直接地向读者涌来"

客观的抒情#指的是借由客观事物表达情感"例如#杜甫的 $自京赴奉先

县咏怀五百字%说&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

在这两句诗行里#诗人的主观情感相对隐约#客观现实获得充分表现"诗人不

直言感慨#反而透过具体可感的物象#间接向读者展示一个贫富不均的社会

现况"

至于写作时是要选择主观的抒情还是客观的抒情#则依据诗人秉性!写作

题材!诗作风格等因素#而有不同表现"粗略而言#擅长主观抒情的诗人#题

!

"

陈子昂
!

登幽州台歌
!

!!彭庆生
!

陈子昂诗注 "

"

#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

'(&!

杜甫
!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

!!邓魁英% 聂石樵
!

杜甫选集 "

"

#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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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多取自切身经验#由小我推至大我#诗作风格近于浪漫派#情感张力较大)

擅长客观抒情的诗人#题材多源于社会观察#由大我蕴含小我#诗作风格近于

现实派#讽喻性较强"

主观的抒情与客观的抒情实也并行不悖"例如#屈原的 $离骚%说& '长

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 诗人不仅直抒胸臆#张扬了主观情感#同

时也观照社会#揭示了客观现实"

!二"音乐性

丰富的音乐性是诗歌的第二个特点"所谓音乐性#即诗歌的 '音韵(与

'律动("

首先#诗歌的 '音韵(#包含韵脚!声调与声情等元素的安排#其中又以

韵脚的效果最为突出"中国古代文学认为 '有韵为诗#无韵为文(#就是以押

韵作为区分诗歌或者散文的依据"例如#徐志摩的 $偶然%说&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

这首诗的遣词造句基本与散文没有太大差异#主要差别是断行后#诗歌凸显了

韵脚及声调起伏#'云(与 '心('异('喜('影(的叠沓转进!先扬后抑#使

得诗歌优美动听"诗歌的音乐性不仅在韵脚重复!声调协调#还有因为分行!

句型!标点符号而产生的节奏感"

这就是诗歌特殊的 '律动(#更是经营诗歌音乐性时不能轻忽的关键环节"

例如#郭沫若的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说&

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

!

"

屈原
!

离骚
!

!!刘向% 王逸
!

楚辞 "

"

#

#

周游% 译注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

$

*!

徐志摩
!

偶然
!

!!赵遐秋% 曾庆瑞% 潘百生
!

徐志摩全集$ 卷
$

诗集 "

"

#

#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

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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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

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

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

!

诗人在这不过数行的篇幅里#利用长短句的错落!相同句型的排比#以及复现

的词汇 '我('崇拜('偶像破坏者(#营造出一股非常明快的节奏感#更与诗

中强烈措辞!接连的惊叹号相得益彰#传神地表现了五四文人的狂飙精神"

因此#诗歌写作如果能照顾好语言行进的音韵!律动# '诗味(通常会自

然流露#甚至让读者以为 '没有技巧("而这点很值得初学者注意#即一首诗

歌尽管可以设计多变的声响与节奏#终究不宜强求"举例来说#两汉乐府民歌

之所以备受称誉#除了感情真挚质朴!意象浑然天成之外#也在于天然和谐的

音乐美"是故#美国诗人格里芬说&'诗人应服从自己创造的音节(#'不是被

旁人所发明的千百条规则所束缚的音节#乃是他自己心中找到的个人的

音节"(

"

诗歌的音乐性无论如何讲究#仍应以 '自然(为原则"

!三"意象性

诗歌的第三个特点是鲜明的意象性"

客观事物经过诗人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就是意象"物

体的形象简称 '物象(#是诗歌 '意象(的基础"两汉乐府民歌 $江南%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

这首诗透过采莲者的目光#不但使得鱼群悠游莲田的 '物象(跃然纸上#江南

风情与乡野闲趣也令人回味无穷"不过#诗歌写作很多时候不止于客观物象的

直接描绘"当物象隐含诗人的自我投射时#一个含义更为丰富的 '意象(于是

诞生"例如#戴望舒的 $残叶之歌%说&

!

"

#

郭沫若
!

女神 "

"

#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转引自覃子豪
!

论现代诗 "

"

#

#

台中$ 曾文出版社%

$%&'

$

''!

佚名
!

江南
!

!!郭茂倩% 国学典藏书系丛书编委会
!

乐府诗集 "

"

#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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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你把你微风吹起!

我将我残叶的生命还你"

!

微风中的落叶是物象#更是意象#影射着诗人的主观情志"一种自怜又倔强的

情感#也就被 '残叶(具体化了"

'意象(是客观物象的主观转化"诗歌的意象性与前述诗歌客观的抒情性#

可说密切相关"李白在 $玉阶怨%里的诗句#正是一个主观转化的佳例&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

这首诗的客观物象是 '石阶表面产生了露水#走过的人袜子都潮湿了(#但诗

人的用意不止于描绘客观物象#更尝试表现一位女子独守空闺的幽怨之情"

'玉阶('白露('罗袜(是客观实景#又是主观心境#这也是诗歌在捕捉意象

上的妙处#'情景交融(的美感"同理#王维的 $使至塞上%说&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

辽阔无边的塞外风光#与诗人镇守边疆的雄浑气魄互为表里#难分轩轾"由此

可见任何物象都可以成为诗歌题材#小至白露罗袜#大至日月宇宙#皆能转化

为一个个动人的 '意象("

一首诗歌还可能通过数个 '意象(的串联!拼贴#组织成 '意象群(以营

造美感"例如#马致远的 $天净沙*秋思%说&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

天涯"

$

前三句乍看之下是多个客观物象的随机铺陈#实际上是一个个意象群的合理构

!

"

#

$

戴望舒
!

雨巷$ 戴望舒诗文 "

"

#

#

北京$ 中华书局%

'($)

$

',!

李白
!

玉阶怨
!

!!赵昌平
!

李白诗文选评 "

"

#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王维
!

使至塞上
!

!!李俊标
!

王维诗选 "

"

#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

$

%-!

马致远
!

天净沙&秋思
!

!!傅丽英
!

马致远全集校注 "

"

#

#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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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围绕着 '断肠人(的主观情志循序发展"意象的追求经常煞费诗人苦心#

意象群的串接也考验着诗人的组织能力"如何捕捉一个准确的意象#乃至意象

群+ 本书将在本章第二节继续讨论"

诗歌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就是诗歌的概括性与多义性"

刘勰认为 $诗经%'以少总多#情貌无遗(#说的就是诗歌的概括性"诗歌

经常利用概括性的语言留给读者想象空间"例如#苏轼的 $江城子%说&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

诗人夜梦亡妻#历历在目的往日光景应该充满细节#诗人却以 '小轩窗#正梳

妆(简单概括#以 '明月夜#短松冈(几个字收煞天人永隔!生死契阔的悲

绪"这样的概括#'言有尽而意无穷(#足以启迪读者寻思其中的空白#并在填

补空白的过程中#产生深刻的同情"

诗歌留给读者的这种想象空间#或说解释的各种可能#即诗歌的多义性"

因此#诗歌的概括性与多义性可说一体两面"常言 '诗无达诂(#正因为诗歌

的概括性#读者对于诗歌的诠释有相当自由度#没有 '正解("是以元好问评

李商隐时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但话说回来#这里点出诗

歌的概括性与多义性#并不意味着诗歌写作可以打迷糊仗#又或者作品完成

后#解释权完全转交给读者)而是希望初学者明白诗歌写作的过程中#如果能

够充分把握诗歌语言的概括性与多义性#对于增进诗歌写作能力将很有帮助"

二#诗歌的分类与要求

能够认识到诗歌的定义与特点#即把握了诗歌写作的第一把钥匙"至于诗

歌写作的第二个窍门#则是认识诗歌的基本分类与要求"只要概念清楚!规则

清楚#进入实际写作自然事半功倍"

!

苏轼
!

江城子
!

!!夏华
!

东坡集$ 图文版 "

"

#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

$

'(!



!"'

!!!!

大学写作基础教程

!一"新诗与旧体诗

诗歌有 '新诗(与 '旧体诗(两种类型"'新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时期#又有 '白话诗('自由诗('现代诗(等别称#是专指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出的诗歌类型"'旧体诗(则泛指 $诗经%四言体! $楚辞%杂言体!两汉乐

府!南北朝民歌体#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是中国古代文学里广义的诗

歌类型"

以 '新诗(与 '旧体诗(的概念来区分诗歌类型#有两个重点&第一#

'新诗(使用的是现代汉语#而 '旧体诗(使用古代汉语#两者的语言系统不

一样"第二#'新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诗歌写作的主流样式#有着与 '旧体

诗(截然不同的创作规则"

!二"自由诗与格律诗

诗歌有 '自由诗(与 '格律诗(的区分"这两种诗歌类型主要是根据诗歌

形式规范的不同要求加以区分"

'自由诗(没有字数!句式!平仄!押韵的形式规范"诗人自由挥洒!不

拘格套#例如#分行诗!散文诗!图像诗!数位诗等诗歌形式#都是拥有极大

自由度的 '自由诗("'格律诗(则有形式规范#是一套供诗人创作依循的 '游

戏规则("典型的格律诗#例如#唐诗中的绝句律诗!宋词中的小令等#皆有

严格的字数!句式!平仄!押韵等格式要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旧体诗#多数

是格律诗#但也有楚辞杂言体!两汉乐府民歌与南北朝民歌等相对宽松的诗歌

形式"

此外#新诗大多数是自由诗#不表示新诗创作排斥 '格律("例如#闻一

多在 $诗的格律%里倡导 '戴着脚镣跳舞(#认为新诗讲究一种 '建筑美(#也

就是诗节的匀称与诗句的齐整"闻一多的 $死水%!冯至的 $十四行诗%!向阳

的 $十行集%等诗集#也都透露出诗人对新诗 '游戏规则(的某种追求"

至于西方传统文学中#也有讲究头韵!尾韵#抑扬格#音步等形式因素的

格律诗#例如#英雄双韵体!十四行诗 ,商籁体-等"

!三"抒情诗与叙事诗

'抒情诗(与 '叙事诗(的区分#则主要根据诗歌篇幅与内容的不同"

'抒情诗(通常篇幅短#或以咏怀#或以伤感#或以怨刺#不一而足"无

论主观的抒情或客观的抒情#往往字斟句酌#语言张力大#意象紧凑)音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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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短制而变化多端#婀娜生姿"例如#唐诗中的绝句#多是抒情诗"一般来

说#'抒情诗(里头讲述的事件相对模糊#人物!动作!情节!冲突!时空背

景等故事要素#不是抒情诗表现的重点"

'叙事诗(篇幅长#多用以记人!叙事!咏史#有类似小说戏剧的结构#

但人物刻画与事件情节相对立体!丰满)诗歌音乐性也因为篇幅大#而有纾缓

层递!众声叠沓的空间与气势"例如# $孔雀东南飞% $木兰诗%及古希腊的

$荷马史诗%等#皆是叙事诗的佳构"

!四"散文诗与民歌

'散文诗(与 '民歌(则是两个特殊的诗歌类型"

'散文诗(专指一种特殊的诗歌类型#这种诗歌类型因为文体模糊了 '诗(

与 '散文(的界限#又兼善二者美感而得名"'散文诗(既借助了散文在形式

与描绘细节上的特点#同时也融入了诗歌在抒情性!意象性!音乐性方面的讲

究"'散文诗(可归类为 '新诗('自由诗('抒情诗(的旁支"自法国诗人波

特莱尔首创散文诗 $巴黎的忧郁%以降#比如屠格涅夫的 $散文诗%!泰戈尔

的 $新月集%!高尔基的 $海燕之歌%!纪伯伦的 $沙与沫%!鲁迅的 $野草%

等#都是散文诗的名篇"

'民歌(专指一种源自民间的诗歌类型#作者大多数佚名#或为集体创作!

口传文学#语言自然纯朴#情感真挚动人#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例如# $击

壤歌%!两汉乐府民歌 $上邪%!南北朝民歌 $敕勒歌%等#都是言简意赅!流

芳千古的民歌杰作"

通过前述讨论#可见诗歌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分成多样的诗歌类型#也各具

特点"不过总体来说#'新诗(与 '旧体诗(是目前最方便操作#也是最主要

的诗歌类型"下文即分论这两个类型的基本要求"

!五"新诗写作的基本要求

新诗写作的基本要求可从新诗的 '语言(与 '形式(两点谈起"

首先#新诗使用的 '文学语言(#强调一种创新!理性与感性交融的 '意

象语言(#而非生活常用语或条理抽象的科学语言"

其一#文学语言与 '日常语言(的操作不同"但这不是说文学语言拒斥

'口语(#而是日常语言为便利沟通#遣词造句一般需要符合约定俗成的语言规

则"新诗使用的文学语言#经常通过语言规则的破坏来营造美感"例如#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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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切%&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信仰如何呻吟#爆发如何宁静+ 这些诗句的趣味#实际从打破日常语言规则开

始"其二#文学语言与 '科学语言(的操作也不一样"大体而言#科学语言重

视语意明白!逻辑清楚#推论过程往往需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详细交代#以

免概念产生不必要的分歧"新诗使用的文学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借助语意省

略!矛盾甚至模棱两可来启发读者的想象"例如#顾城的 $一代人%说&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诗歌的表述虽不符合逻辑#却能凸显绝望中仍渴求希望的沉重感"其三#新诗

使用的文学语言#特别重视 '意象语言(的使用"这点在介绍诗歌的本质特点

时已有介绍"

再者#新诗多数使用的形式是 '分行诗("虽说新诗多为自由诗#无特定

规范#字词如何组织!标点符号如何运用!诗行如何排列#随任诗人创造#然

而新诗发展迄今#有些基本形式可以提供给初学者参考"这些形式也讲究布

局!章法!结构等技巧"分行诗!散文诗!图像诗便是三种基本形式#又以分

行诗最为主流#可说是新诗写作入门的必经途径"

分行诗#也即将诗歌分成一行一行排列"相对于散文诗以段落的方式组织

诗句!图像诗以图形的方式组织诗句#分行诗更强调以诗歌的韵律!节奏#也

即音乐的方式组织诗句"换言之#分行诗有利于表现诗歌的音乐性"例如#海

子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首段&

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

"

北岛
!

北岛诗精编 "

"

#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

$

$(!

顾城
!

黑眼睛 "

"

#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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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先从诗歌的韵律上来看#分成四行#行末四字便获得造成诗歌韵律的独特位

置#进而表现出两个层次的韵律感"一是行末语音的起落#有循环往复的效

果&人 ,起-.界 ,落-.菜 ,落-.开 ,起-"二是末两行押的尾韵#又呼

应第二 行 的 句 中 韵 脚#隐 隐 造 成 语 音 的 复 沓 绵 延&劈 柴 ,

./01

-.蔬 菜

,

.21

-.春暖花开 ,

341

-"接着就节奏来看#这首分行诗在标点符号的安排方

面#很见形式上的考虑"通过句中逗号的布置#每一行都可独立为几个短语!

短句#而短语!短句的数量首两行与末两行相当&

!

.

"

.

!

.

"

"这种语气短长

的相似安排#即造成一首诗歌独特的节奏感"

此外#分行诗的形式要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基于不同效果#分行诗的标

点符号可以省略"尽管在每个句尾加上标点符号#有断句明确!语气突出等功

能#例如#前引徐志摩的 $偶然%或郭沫若的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但不加

标点也有不加标点的好处"省略标点#分行诗的语法结构变得松脱!弹性#语

意运动因为没有明显停顿而产生延宕!游移#诗歌此时的表现力可能更为

强烈"

以海子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第二行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为

例"这句诗行如果独立出来#欠缺主语#只是一个没头没脑的句子#但这句诗

行实际有主语#即前一行的谓语 '幸福的人("试想如果第一行补上句点以结

束语气#'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则不仅第二行接续 '喂马(略感突兀#

更关键的是#加上句点后的笃定语气#与这首诗歌明亮的色调下隐隐悲郁的情

调相违背"如果是幸福从明天开始#那 '今天(呢+

能够理解新诗作为一种文学语言!意象语言#能够理解新诗如何通过分行

诗这个形式来经营诗歌的音乐性#可说已经把握了新诗写作在 '语言(与 '形

式(上的基本要求"

!

海子
!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

!!程一身
!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海子诗选 "

"

#

#

郑州$ 河南文艺出

版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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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旧体诗写作的基本要求

旧体诗写作的基本要求#则重点在于 '格律(这个形式规范"

旧体诗多为格律诗#古代汉语写作遵循的是古代汉语中约定俗成的语言规

则"而这个语言规则#具体地表现在格律诗的规范上"是以#旧体诗写作的第

一要点#便在于把握格律诗的平仄格式与押韵规则#并借此揣摩古代汉语的特

殊情韵"

首先#格律诗有固定的平仄格式"古代汉语分 '平!上!去!入(四声#

后三者又统称为 '仄声("平声与仄声有不同的声情表现#平声绵长而平稳#

仄声短促而升降"格律诗通过平仄相连交错#铿锵淋漓地表现了诗歌的音乐

美"例如#王之焕的五言绝句 $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

!!

仄仄平平仄

黄河入海流"

!!

平平仄仄平

欲穷千里目!

!!

平平平仄仄

更上一层楼"

!

!!

仄仄仄平平

可注意到格律诗的平仄格式#有两个基本原则&单独一行#平仄两两交替)前

后两行#平仄要不 '相对(#要不 '相黏("所谓相对#指的是两行里每个字平

仄相对#像 '白日依山尽(对 '黄河入海流("这不妨视为中国传统对联的概

念#一首绝句即由两个对联 ,上下联-组成#律诗则有四个对联"相黏指的是

第二行与第三行的平仄#因为避同求异做出调整#像 '黄河入海流(与 '欲穷

千里目(相黏"而这两个基本原则#不仅适用于绝句律诗的创作#宋词!元曲

亦然#由此可见旧诗写作非常倚重平仄格式"

其次#格律诗有严格的押韵规则"汉字读音由声母和韵母组成#押韵就是

使用相同韵母的字#使诗歌产生规律的听觉感受#或者说一种节奏感"而格律

诗一般押脚韵#但不仅要求偶数行最后一个字的韵母相同#也须照顾到韵的平

仄"格律诗写作常要翻阅 $平水韵%这类韵书#以确认使用的字确实符合规

范#比如# '白(字读音按现代汉语为平声 ,

501

-#在古代汉语却归入仄

!

蘅塘退士
!

金性尧% 注释
!

金文男% 辑评
!

唐诗三百首新注 "

"

#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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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介绍了诗歌的基本知识#包含定义!特点!类型与要求#也可

说为诗歌写作做好了启动准备"在下面两节里#将以 '新诗(的写作与修改作

为本章诗歌写作的训练重点#期待能引领并一同体验诗歌写作的乐趣"

第二节
!

诗歌的写作训练

一#现实生活为基础

诗歌写作#应该从哪里开始+

从现实生活开始#现实生活是一切创作的基础#能提供创作者源源不绝的

灵感"然而#现实生活包罗万象#再熟悉的道路也会不时出现崭新的风景"初

学诗歌写作的人#除了对前述诗歌的定义!特点!类型与要求有基本的理解与

把握外#又如何从纷沓繁杂的现实生活里找到诗歌的 '第一个句子(+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再自我建立两点诗歌的创作观"一是诗人应该保持

敏锐的感官"唯有保持敏感#现实生活才不至于船过无痕"二是诗人应该珍惜

现实生活带来的种种感受#甚至将这些感受储备起来#等待发酵"唯有懂得珍

惜#现实生活才不至于像过眼云烟"

这两点创作观一旦建立#现实生活便不再是随机无序的 '过日子("因为

现实生活总有些细节与感受让人难以忘怀#像是父亲斑驳的鬓发#母亲踩踏缝

纫机的声音#或者老家厨房的气味"这些细节无不是诗歌的基础"

换句话说#以现实生活为基础#所谓的灵感远不是虚幻缥渺的空想"它通

常具体亲切#看似毫不费力"例如#美国诗人艾略特的有名诗句 '我是用咖啡

匙子量走了我的生命(#就是将现实生活的一个小习惯#转化为诗人驰骋想象

最有力的翅膀"

诗歌写作的前期准备#首先就需要把握住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经验与感受"

现实生活中各式各样的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经验#以及相应幽微多变的心

理感受#正是培养诗情与诗想的沃土"诚如德国文豪歌德所说&'诗应该从现

实得到暗示#以现实为基础#尽可能避免凭空虚构"现实定能供给动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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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核心#但由此造成美的生动的全体#那是诗人的任务与才气"(诗人必须

能够感觉到现实生活带给 '我(的独一无二的暗示#并通过诗歌的语言把生命

中的 '美(表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就算想象尚未落实成为文字#诗歌的 '第

一个句子(可说已经开始了"

试看宗白华的 $诗%&

啊!诗从何处寻&

在细雨下!点碎落花声%

在微风里!飘来流水音%

在蓝空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

!

当诗人感叹诗歌的踪迹难以寻觅#眼前的细雨!落花!微风!流水!蓝空!孤

星#竟无不是诗歌向他致意的身影"这首诗的趣味#最在于首句 '啊#诗从何

处寻+(这句提问所隐含的失落感#在诗歌写作的当下便自我消解#获得释放"

显然#诗人是不愁没有诗歌的灵感#他明知故问地将问题向读者勾起#实际为

向读者展示现实生活中斑斓的诗意"弦外之音#无非告诉我们#只要愿意用心

去听!去看!去生活#一定会找到 '诗("

二#发现诗歌的题材

人生从不乏诗意#问题是哪些题材适合用来写诗+ 现实生活提供了无比丰

沛的写作材料#但如何鉴别#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选择题材
#

而非题材
$

+ 这

就涉及诗歌写作选材的问题"

初学诗歌的创作者#在选材时可通过下列两个自我提问予以简单判断"首

先#你关于这个题材的印象是否深刻+ 其次#你关于这个题材的情绪反应是否

强烈+

诗歌的题材#在大方向上应该选择那种萦回心头!难以忘怀的生命经验"

反过来说#那些印象模糊!情绪反应淡薄的生命经验#即便来自现实生活#很

难借以创作出好的作品"因为诗歌写作的动机很可能显得不充分#连自己也无

!

宗白华
!

流云小诗 "

"

#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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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说服"诗歌不是记录现实生活的流水账#也不是文字游戏#更多的是处理人

生在世的许多瞬间"譬如母亲的一滴泪#做孩子的看了多半会千头万绪!有口

难言"一般人的 '难言之隐(#也经常是诗歌写作的动机"

例如#一位体育系学生#在课堂上屡次表示自己不会诗歌写作"但当他开

始回忆自己过往中印象深刻的!情绪反应强烈的生命经验时#他提到中学最后

一场棒球比赛"那一场球赛的胜负#将决定他的未来能否继续朝职业球员迈

进"结局是他的球队输了这场关键比赛#整个球队的棒球梦因此梦碎"那位学

生说他忘不了比赛结束后#所有队员换下球衣#在巴士车上不发一语#直至返

抵校园"接着队友们都自顾自离开学校#他也浑浑噩噩地骑了单车回家"回到

家后#他惯性地打开书桌台灯#翻开参考书#却一点也没有学习的心思"他

说#他特别记得老家窗外的田间小径#偶尔一辆砂石车疾驶而过的声音"

事实上#这位体育系学生表达的生命经验#正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瞬间"试

想#砂石车并不会挑选哪一天经过他老家#他也不会是第一天听见砂石车声

音#但为何那一天特别不同#以至于多年后在大学的写作课上#还难以忘怀+

是否因为心情沉重#所以砂石车辗过小径的声音也倍感刺耳+ 是否他也清楚意

识到#最熟悉不过的练球!比赛与读书的日子已然告终#人生的轨辙已然转

变#而前途犹未可知"

因此#尽管现实是诗歌的基础#生活无不是可入诗的题材#但写作时需审

视!省思!鉴选现实生活中诗意最饱满的那些片刻"这就触及题材选择更微

观#也更实际的操作层面了"假设我们是前述故事里那位学生#要选择写 '棒

球场的喧嚣('巴士上的静默(还是 '砂石车的声音(+ 基本上#这三者是一件

事#因为选材大方向正确#可从这三个不同时空#选择具体的题材
#

或题材
$

来发挥#比如#通过 '球衣(表现高昂的斗志# '台灯(表现不灭的希望"这

时候选材的依据又是什么+ 试看洛夫的 $生活%&

嚼着五毛钱的鱿鱼干

这条路我走得好吃力

黄昏!落叶挂来冬天的电话

说太阳要打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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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淡淡的雾所统治的十一月

连唆使女人偷吃果子的蛇也要睡了

摸摸口袋!今年该添一袭新的蓝布衫了

我不能让热情再一次押入当铺

昨天!云很低

朋友向我索酒

他说醉后的天会变得很高!很蓝

然而!唉% 抽屉里只有卖不掉的诗

我无言关起窗子

任北风讪笑而过''

!

还原这首诗的 '现场(#很可能就是诗人凭窗之际#对生活本来面目的惊鸿一

瞥"精彩在于首二句 '嚼着五毛钱的鱿鱼干(#使接续 '好吃力(产生自嘲的

况味#一切咎由自取"无论是 '当铺(暗示的经济困窘#或者 '北风讪笑(影

射旁人的冷言冷语#诗人不改嘴馋!嗜酒!爱诗的脾性#固执一如抽屉 '只有

卖不掉的诗("有意思的是#诗人自我消遣!感叹生活的艰辛#却不显得气馁

沮丧"诗人的 '蓝布衫(#与酩酊后的 '天会变得很高#很蓝(#是两个相互呼

应的意象#指涉诗人的理想"'无言关窗(是以成为一个诗人坚决的表态动作#

与前述 '不能让热情再一次押入当铺(的宣言#相互衬托诗人的怀抱"

由此可见#诗歌写作经常需 '发现(日常事物间的相关性#并依据题材
#

或题材
$

所表现的生命感的不同效果#做出题材的选择"而大多时候#表现力

较强的题材#更易与读者产生较深刻的共鸣"例如#前引诗作选择 '嚼着鱿鱼

干(#而非 '梅子干(这类日常事物#原因很可能在于咀嚼鱿鱼干格外费劲#

更能够表现诗人的困顿感#至于与鱿鱼干 '缠斗(过的读者#读到这自然有所

会心"

!

洛夫
!

洛夫自选集 "

"

#

#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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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捕捉诗歌的意象

懂得以现实生活为诗歌基础!为灵感#懂得选择印象深刻!情感强烈的生

命经验为题材#懂得考量不同题材的表现力之后#可以开始寻思捕捉诗歌的意

象"但意象要如何捕捉+

这里有两个技巧可供初学者参考&'提纯(与 '关联("

'提纯(#也就是让一个满布细节的生活经验逐步收敛#浓缩成一个具高度

概括性的诗歌语言"就像洛夫将 $生活%逐步收敛!浓缩为吃鱿鱼干# '鱿鱼

干(就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意象"小诗的创作#尤其会表现出这种提纯的技术"

例如#夏宇的 $甜蜜的复仇%不过数句&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

腌起来

风干

老的时候

下酒!

诗人将一段逝去的感情比喻成等待风干的腌制物#其中 '盐(既暗示流过的泪

水#也暗示不愿一刀两断的心理纠葛 ,用盐腌制可以防腐-#即高度概括了诗

人失恋的复杂情绪"

又譬如某次课堂操作#尝试以 '抽象思维具象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创作小

诗"一位同学以梦想为题#写下 '梦想是一颗蒜头
%

爆过才香("寥寥两句#却

是一则诗意盎然的青春宣言"这位同学准确捕捉了 '蒜头(作为主要意象#先

是利用蒜头作为辛香料的呛辣#暗示人在追求梦想时的姿态#再通过 '爆香(

这个生活细节#有力地表现了年轻灵魂的无限冲劲"

'关联(#则是让多个题材通过诗行的并置!联结#激荡出诗歌丰富的想象

!

夏宇
!

甜蜜的复仇
!

!!谢冕% 罗振亚
!

百年新诗$ 情爱卷 "

"

#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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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例如#庞德的 $在地铁车站%也是两行的小诗&

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

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

!

诗人通过 '人脸(与 '花瓣(以及 '地铁(与 '黑树枝(并置#开启诗歌的想

象空间&地铁里快速移动的人群#似乎突然放慢脚步#像树枝上的花朵一般争

奇斗艳起来"进而#'湿漉漉的黑树枝(不仅概括地表现了列车的形貌#地铁

站与乘客的氛围#更成为 '死亡(的隐喻"可以这么说#诗人将两个题材 '提

纯(为两个各自独立的意象#并通过 '关联(强化诗人搭乘地铁时所感受到

'生(与 '死(的矛盾冲突"

为更好地说明二者差异#不妨打个比方&'提纯(是 '减法(#'关联(是

'加法("通过 '减法(#诗歌能够精准捕捉一个富有风姿情韵的意象"通过

'加法(#诗歌延伸叙述#联句成篇#一个意象 '召唤(另一个意象#多个意象

产生共鸣交响#谱写诗歌乐章"试看食指的 $相信未来%首二段&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这首诗第一节通过 '炉台(召唤 '灰烬( '余烟(等意象#表现了诗人失

望的情绪#'蜘蛛网(的查封则进一步加以渲染"这是基于各个意象的空间关

!

"

庞德
!

在地铁车站
!

!!飞白
!

诗海$ 世界诗歌史纲现代卷 "

"

#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

$

$$,-!

食指
!

相信未来 "

"

#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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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作为启动意象 '关联(的依据"炉台旁边自然有灰烬!余烟!蜘蛛网#意

象顺理成章彼此关联#而不显得刻意造作"第二节通过 '紫葡萄(召唤 '露

水('鲜花('枯藤(#强化了诗人 '相信未来(的理念坚持"这是基于时间关

系而有的意象 '关联("葡萄树受雨露滋养#开花结果#最后凋谢为枯藤"因

此#把握住 '提纯(的技巧! '关联(的逻辑#也可说把握住捕捉诗歌意象的

窍门了"

综上#本节讨论了诗歌发想!选材与意象经营#希望能对不知如何下笔的

初学者提供一些启发性思维"而有了好题材#有了亮眼的意象#紧接的就是写

作最实际的 '叙述(问题"直言之#写得 '像(一首诗并不难#难的是怎么写

才 '是(一首诗"请先练习写作一首诗歌#完成后再参照下一节的案例讨论#

相信对此会更有把握"

第三节
!

诗歌的修改

一首诗歌的写作#往往来自一时的灵思泉涌"就在某个时刻#诗歌的动机

锐不可当#语言奔泻而出#迤逦成篇"然而#这时候完成的诗歌多为 '半成

品(#还需要多方面加工#才有机会成为有口皆碑的艺术作品"也就是说#诗

歌的初稿通常与完稿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如何修改初稿#以至于尽善尽美+

这是创作者能否迈进下个阶段的重要课题"这里介绍三个关于诗歌修改的大方

向#即语言!声音!结构#以资参考"

一#锤炼诗歌的语言

首先#诗歌的语言应该如何修改+

有人说诗歌是最精致的文学形式#这个 '精致(很大程度表现在诗歌语言

的千锤百炼#而锤炼语言的诀窍不外 '精( '省(二字"诗歌语言应该力求精

省#每个字词#甚至标点符号都蕴含创作者的用心与用意"这正是诗歌写作和

修改的难点"至于锤炼语言的具体方法#可以简单地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删除

冗赘)二是替换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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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冗赘#就是剔除诗歌里头语意重复以及无关紧要的部分#为诗歌 '瘦

身(#让诗歌的语言表现在有限的篇幅达到最好效果"例如#一首诗歌的初稿

可能是&

草地上的蒲公英有几朵

我们的承诺就有几朵

就像在浩瀚的星河上滑过一艘小船

我们在船上轻声唱和

一首儿歌

请看我们悠扬的歌声如何点亮

一路的灯火

然而#在保留主要语意的前提下#删除冗赘后的诗歌或许只剩三行&

蒲公英几朵!承诺几朵

浩瀚的星河上一艘小船一首儿歌

点亮蜿蜒的灯火

对比修改前后的文字#可发现修改后的文字叙述精炼了许多#比较趋近诗歌的

语言操作"大体而言#冗赘的语言让诗歌的结构松弛)删除冗赘#诗歌的结构

自然比较紧密"但值得留意的是#过分紧密#会阻碍语言的自然流动#反而可

能使得诗歌显得矫揉造作"因为诗歌写作需要的是一种松紧协调!秾纤合度的

语言表现"例如#舒婷的 $呵#母亲%里的诗句&

虽然晨曦已把梦剪成烟缕

我还是久久不敢睁开眼睛!

假使一味删除冗赘#诗行可能变成&

!

舒婷
!

双桅船 "

"

#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