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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活态史料的发掘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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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庆诗歌访谈》是近年来重庆诗歌研究收获的颇具代表性的史料性著述，通过

围绕诗人自身创作总结、诗歌历史与现状、诗歌存在问题及未来展望三大重点话题，对现当代

重庆诗歌发展作全面“摸家底”和深度观照，是一项充满积极诗学意义和深刻影响的新诗活态

史料发掘工作及诗歌基础研究工作，对当前及今后的重庆诗歌发展和中国新诗活态史料发掘

保存工作不无裨益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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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百年新诗走过的道路，其取得的成绩有目

共睹，涌现了诸如胡适、郭沫若、冯至、闻一多、徐志

摩、戴望舒、臧克家、卞之琳、何其芳、艾青、田间、穆
旦、贺敬之、郭小川、北岛、舒婷、顾城、海子、韩东、
西川、王家新、于坚等众多代表性诗人，同时也产生

了数量不少的经典新诗名篇。 然而，诚如谢冕先生

所言：“它（新诗）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当然，可能

也留下了一些未能如愿、至今仍待解决的遗憾。” ［１］１

新诗史料发掘、收集、整理工作或许就是这其中的

“未能如愿”和“遗憾”之一。 史料工作在某种意义

上讲标志着一门学科的成熟。 相对于古典文学研

究而言，史料工作似乎一直是新诗研究的软肋，“中
国新诗研究最缺乏的恰是资料性的收集、汇编和统

计工作” ［２］，这无疑极大地阻滞了新诗研究的纵深

发展，使得新诗研究工作难以获得更好的研究平台

和新的学术生长点。 进入 ２１ 世纪来，在研究者、诗
人、读者及诗歌爱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新诗史料

的发掘、收集、整理工作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抢救和

保存了一批宝贵的新诗史料，并且先后汇编、结集

出版，令人深感欣慰。 在这方面，重庆新诗史料发

掘保存工作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本文以《重庆诗歌

访谈》为例，试作考察和剖析。

一、《重庆诗歌访谈》成书及预想

《重庆诗歌访谈》（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重庆大学出版

社）是西南大学蒋登科教授历时近三年主持完成的

同名课题结题成果，是近年来重庆诗歌（这里指新

诗，下同）研究收获的颇具代表性的诗歌类著述，是
继《２０ 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 （吕进主编，２００４ 年 ６
月，重庆出版社，被学界誉为“国内第一部地方新诗

史”）和《重庆抗战诗歌研究》（吕进主编，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之后重庆诗歌研究界奉

献给国内诗界和广大读者的又一新诗史料性著作。
不过与此前两种著作偏重于重庆新诗文献史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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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描述不同，《重庆诗歌访谈》有意借鉴学术界

流行的“田野调查”经验做法，主要采取口述诗歌

（史）的作业方式，通过运用现场访谈、委托他人访

谈、电子邮件访谈等多种访谈方式获取重庆新诗活

态史料及诗歌发展第一手资料。 关于新诗活态史

料的概念、形式载体及其重要性，新诗史料专家刘

福春先生曾作如下描述：即“存活于诗人及当事人

头脑中的史实本身就是难得的资料”，主要是以诗

人回忆录和对诗人“有目的的访谈”的访谈录的形

式呈现。 “活”史料发掘工作“总的来讲还需加强，
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项只能今天做而明天做不了

的工作”。［３］正是本着以“收集和保存重庆诗歌发展

的第一手资料，进一步探索重庆诗歌的历史渊源与

发展走向，开启重庆诗歌发展的新的可能” ［４］ 为宗

旨，赶在今天“还来得及”的时候，尽量发掘重庆新

诗活态资料，为重庆新诗发展研究日后减少些“遗
憾”，《重庆诗歌访谈》课题组在过去三多年的时间

里先后对 ６０ 多位重庆老中青三代诗人进行了全面、
深入、细致的采访，访谈话题涉及重庆诗歌历史、诗
歌现状、诗歌未来等多个层面的问题，对现当代重

庆诗歌发展作了一次全面“摸家底”和零距离深度

观照，是一项充满积极诗学意义和具有深刻影响的

新诗活态史料发掘工作以及诗歌基础研究工作，对
于当前及今后的重庆诗歌发展和中国新诗活态史

料工作来说不无裨益。

二、《重庆诗歌访谈》访谈对象择选

活态史料是新诗史料的重要构成，是已发现并

被载入诗歌史书的新诗文献史料的不可或缺的有

效补充。 活态史料以其自身的丰富性、开放性、多
元性及动态性等特征，往往“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

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 ［５］２４，对于理解新诗艺术

生态的多样性和还原被遮蔽的诗歌史本身的丰富

性与复杂性，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访谈作为获取

活态史料的一种重要途径，备受学术界和诗歌界青

睐。 在访谈工作开展过程中，访谈对象的考虑及择

选显得尤为突出。
访谈诗歌，自然离不开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诗

人；访谈重庆诗歌，必然要将重庆诗人纳入视野。
《重庆诗歌访谈》既然是以访谈的方式开展实施，其
实就是对重庆诗人及诗评家进行诗歌“有目的的访

谈”。 在廓清“重庆诗人”与“重庆诗歌”等关键性概

念之后，如何从数以百计的重庆诗人及诗评家当中

择选出最终访谈对象，也就成为重庆诗歌访谈工作

遇到的首要问题。 “选择受访者应极其严格，他必

须是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参与者或亲历者” ［６］。 但

是“要对所有可以称之为（重庆）诗人的人进行深

入、细致的采访，几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７］６。 针

对访谈对象择选问题，蒋登科先生提出了五条具有

可操控性的选择标准，即“年龄因素、地域因素、文
体因素、作品因素、诗歌评论家”，经过综合考量，最
终确定了包括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一届全国优秀

新诗（诗集）奖获得者傅天琳，第二届全国优秀新诗

（诗集）奖获得者李钢和 １９４０ 年代及以前出生的诗

人代表杨本泉、石天河、余薇野、张继楼、梁上泉、万
龙生与“５０ 后”诗人代表王川平、杨辉隆、谭朝春、谭
明及“６０ 后” “７０ 后”诗人代表李元胜、王顺彬、杨
矿、冉冉、钟代华、冉仲景、唐诗、雨馨、金铃子、梅依

然以及诗评家吕进教授等在内的数十位老中青三

代重庆诗人及诗评家作为《重庆诗歌访谈》拟定采

访对象。 不难发现，上述名单几乎涵盖了 １９２０—
１９７０ 年代（“８０ 后”“９０ 后”诗人暂不列入此次访谈

计划）出生的各个不同年龄阶段的重庆诗人及诗评

家。 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出生于 １９２３ 年的老诗人杨

本泉（穆仁）先生，年龄最小的是 １９７９ 年出生的青

年诗人西叶，二人年龄整整相差 ５６ 岁。 这说明《重
庆诗歌访谈》采访对象基本囊括了现当代重庆诗歌

各个不同时期的所有在世诗人及诗评家，他们是重

庆新诗发展的“直接当事人、参与者或亲历者”，保
证了旨在获取重庆新诗活态史料及第一手资料的

《重庆诗歌访谈》行动的真实性、可信性和完整性。

三、活态史料之一：创作总结及自我评价

关于诗人创作总结及自我评价的访谈是《重庆

诗歌访谈》的三大重点话题之一，亦是课题组向访

谈对象抛出的第一个问题。 诗人个体及作品个案

是建构诗坛、诗歌史的基本前提和组成单元。 “所
谓的诗坛、诗歌史都是由众多个人的艺术探索和他

们创作的作品构成的” ［８］，不同生活题材、不同审美

体验、不同风格技巧的诗人及诗歌艺术共同组成了

新诗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体现了新诗生态的多元与

丰富。 这种丰富与多元同样表现于重庆新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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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重庆诗人创作总结及自我评价的访谈，便
成为观照重庆诗歌发展和获取重庆新诗活态史料

及第一手资料信息的重要窗口和切入路径。
对重庆诗人创作总结及自我评价话题的访谈，

主要是通过访谈对象自我回顾、总结、评价个人的

创作经历以及代表诗作的方式得以实现的。 在访

谈过程中，诗人对自己的创作经历及其代表诗作的

审视评价态度尤其重要，故意夸大自己的诗歌创作

及诗坛地位或者过于贬低个人的诗歌创作及地位，
都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 只有秉持公允、合理、
负责的诗歌评价态度，方能准确地定位诗人自身和

评价自我创作，使访谈工作取得实效。 在《重庆诗

歌访谈》课题组成员的精心准备和认真对待下，绝
大多数受访诗人愉快顺利地接受了采访，同时比较

全面、中肯地回答了自我创作总结以及代表诗作的

评价问题。 通过梳理“诗人创作及自我评价”话题

访谈信息，全方位展示了现当代重庆诗歌诗人荟

萃、作品丰富、风格多元、精彩纷呈的繁荣景象。
老诗人杨本泉先生早在 １９４２ 年发表了处女诗

作《您》，这是本次访谈回顾的重庆新诗发表最早的

作品。 此外，诗人另有诗作《天窗》（１９４４）、《寄自钢

铁厂的诗》（１９５５）、《记忆与遗忘》（１９７８）、《看芭蕾

专场》（１９８３）、《茶馆》（１９８８）等，并出版了《绿色小

唱》和《穆仁诗选》等诗集，其创作覆盖了 １９４０ 年到

当下各个不同的诗歌时期，诗龄跨度长达半个多世

纪，见证了重庆新诗的发展进程。 但老诗人却非常

谦虚，仅“给自己打六、七十分” ［９］３。
著名诗人梁上泉从 １９５６ 年出版第一部诗集

《喧腾的高原》至今共出版了 ３１ 部诗集，有代表诗

作《阿妈的吻》 《月亮里的声音》及长诗《祖母的画

像》等。 梁上泉数量众多且具有较高质量的诗歌作

品及诗集，足以证实重庆新诗有着辉煌、骄人的过

去，写下了重庆诗歌发展上的壮丽篇章。 在自我评

价时，诗人同样极为谦虚，面对如此丰厚的创作成

绩，只是说：“应该还算是可以的。” ［１０］２６

女诗人傅天琳 １９６１ 年毕业被分配至北碚缙云

山果园，第二年开始诗歌创作，在山上度过了十九

个春秋，被亲切地称作“果园诗人”。 从 １９８１ 年出

版第一本诗集《绿色的音符》（获首届“１９７９—１９８２”
全国新诗二等奖）算起，她先后出版了《在孩子和世

界之间》《红草莓》和《傅天琳诗选》等多本诗集。 诗

集《柠檬叶子》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为重庆诗歌

增添了新的荣誉与光彩。 面对诗歌创作实绩，傅天

琳十分谦虚， 自我评价 “在重庆只能说一般般

了” ［１１］１３６。
诗人李钢 １９７９ 年写出“影响了一代人，一代

诗”（李瑛语）的《蓝水兵》组诗时已是复员离开南海

舰队十年之后，《蓝水兵》成就了诗人李钢，人们迅

速记住了李钢的名字。 后来，诗人凭借诗集《白玫

瑰》赢得 １９８６ 年第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并
和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获得者傅天琳等

重庆诗人一道让 “重庆的作品去影响了中国诗

歌” ［１２］１６８，展示了 １９８０ 年代重庆诗歌令人瞩目的创

作实力和艺术水平。
重庆中青年诗人领军人物李元胜 １９８１ 年开始

写诗，成为重庆大学新时期第一位校园诗人，出版

有《另一个有相同伤口的我》《李元胜诗选》《重庆生

活》和《无限事》等诗集。 １９９８ 年底李元胜与诗人李

钢、欧阳斌、何房子等创办了“界限”诗歌论坛，成为

全国较早的同类诗歌网站，迄今为止发现、培养了

一批在重庆本土及国内诗坛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优

秀诗人。 “界限”诗歌论坛“在全国诗歌论坛中也算

得一个响当当的‘角色’” ［１３］９５。
青年女诗人梅依然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开始诗歌创

作，出版诗集《女人的声音》，被《诗选刊》 评选为

“２００７·最具活力的 ２０ 名青年诗人”之一。 她主张

诗歌写作即“个人表达”“我表达，我存在”，认为“诗
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呼吸”，［１４］３６８并与宇舒、沈利、
金铃子、西叶、红线女和重庆子衣等女诗人积极倡

导践行新世纪女性意识诗歌写作，引起诗歌界的较

大关注。
“６０ 后”“７０ 后”诗人构成了当今重庆诗坛中坚

创作力量，他们的诗歌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重庆诗

歌探索在目前所能达到的高度。 以李元胜和梅依

然为代表的“６０ 后” “７０ 后”诗人，对自身诗歌创作

以及重庆诗歌充满自信。 李元胜说：“我觉得我写

的每一首诗都是代表作。” ［１５］２４０梅依然说：“如果我

是一颗熠熠发光的星，就会有人看到它的光亮与它

的存在。” ［１４］３６９对诗人自身诗歌创作充满自信，对重

庆诗歌满怀自信，透过诗人的自我创作回顾和审视

评价，重庆诗歌创作及自我评价风景正好，是为此

次重庆诗歌访谈行动获取的难得的第一组重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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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活态史料及第一手资料。

四、活态史料之二：重庆诗歌历史及发展

现状

关于重庆“诗歌历史及发展现状”的访谈是《重
庆诗歌访谈》另一重点话题。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地

理的演进轨迹中，重庆这座城市一直扮演着重要的

在场者、参与者及亲历者角色，并在抗战时期跃升

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的中心。 重庆诗歌与

中国新诗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 ２０ 世纪中国

新诗来说，重庆“是一座重要的诗城” ［１６］。 因此，开
展重庆诗歌访谈，就不能不涉及对重庆诗歌的历史

及现状作整体审视和思考，具体落实到对重庆诗歌

的地位和影响的看法以及怎样看待“诗歌重镇”重

庆等问题。
对重庆诗歌地位及其影响的评价，大多数诗人

及诗评家认为，重庆诗歌的发展是公认的，新诗成

绩斐然，且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在全国诗坛享

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 他们认为：自“五四”新诗发

轫之初到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期间，重庆及所辖区县

先后走出了吴芳吉、邓均吾、何其芳、方敬、杨吉甫、
沙鸥等代表诗人，创作了一批思想性强、艺术水准

较高的诗歌作品，部分诗作传诵至今，成为中国新

诗的经典诗篇。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抗战时期“陪
都”重庆一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的中

心，其诗歌贡献必将永载新文学史册。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文坛流行有“上海的小说，重庆的诗歌，东北的

电影”之说［１７］３２４，梁上泉、陆棨、穆仁、杨山、石天河、
邹绛、张继楼、余薇野、邹雨林、蒲华清、冉庄等人的

诗歌创作日益受到关注。 新时期以来，重庆诗坛焕

发蓬勃生机，先后涌现出傅天琳、李钢、王川平、万
龙生、华万里、李元胜、王顺彬、杨矿、钟代华、谭朝

春、冉冉、欧阳斌、邱正伦、冉仲景、唐诗、梅依然、金
铃子等一批优秀的诗人，公开发表、出版了数量极

其可观的诗歌作品及诗集。 诗人傅天琳、李钢分别

获得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冉庄、
何小竹、冉冉先后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

奖；钟代华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王顺彬获《中国作

家》郭沫若文学奖；金铃子获第二届徐志摩诗歌奖；
２０１０ 年傅天琳凭借诗集《柠檬叶子》获得第五届鲁

迅文学奖，打破了重庆文学界多年无缘“鲁奖”的尴

尬局面，再度展示了重庆诗歌不菲的创作实力和独

特魅力；李元胜凭借诗集《无限事》在 ２０１４ 年获得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为重庆诗歌的成就、地位和影

响增添了新的“砝码”。
傅光明认为，“口述史的首要价值就在于，相比

于绝大多数的原始材料，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再造

原有的各种立场” ［６］，再现历史的多元阐释维度，还
原历史主客体的丰富与完整，归纳得出更加令人信

服的结论。 口述诗歌（史）如果只出现一种评价声

音，其行为本身的真实性让人产生怀疑，工作成效

必将大打折扣。 在“诗歌历史及发展现状”话题访

谈过程中，采访者详细记取了受访诗人及诗评家关

于重庆诗歌的地位、影响所持的不同观点和见解，
其实这也是不可多得的重庆新诗活态史料及第一

手资料。 占有一定数量比例的受访诗人及诗评家，
尤其是 １９４０ 年前出生的部分受访诗人以及某些其

他年龄段诗人抱持相对保守、谨慎的观点，他们认

为重庆诗歌在抗战时期和新时期具有较大的影响，
但在其他时期的地位并不高，尤其在新时期之后，
重庆诗歌诗人众多，诗作不少，看似很热闹，但能够

在全国诗坛产生较大影响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并不

是很多。 “换句话说，两个‘黄金期’之外的重庆诗

坛是缺乏重量级诗人的”。［７］１２

对于重庆是否可以称之为“诗歌重镇”的看法，
也存在不同的意见。 以吕进先生为代表的众多诗

人及诗评家认为，重庆是当之无愧的“诗歌重镇”。
首先，重庆“诗人在整体性、梯次性地出现” ［１８］６９，目
前已形成了一支包括老、中、青三代在内的规模庞

大、创作势头强劲的诗人队伍，国内知名的重庆诗

坛“三套车（傅天琳、李钢、王川平）” ［１９］１２２依旧驰骋

诗坛，“三峡诗群” “渝西诗群” “乌江诗群”及女性

诗人群等在重庆本土悄然崛起。 其次，重庆诗歌作

品数量多，并且拥有一批有分量、有影响的诗作及

诗集。 如：梁上泉的《阿妈的吻》、傅天琳的《绿色的

音符》及《柠檬叶子》、李钢的《白玫瑰》、冉庄的《冉
庄诗选》、冉冉的《从冬天到冬天》、李元胜的《另一

个有相同伤口的我》《无限事》、冉仲景的《从吹奏到

朗诵》、金铃子的《太阳普照》等，都是公认的诗歌或

诗集精品。 第三，重庆诗坛拥有不少杰出的诗歌评

论家，如吕进、马立鞭、陈本益、何休、周晓风、蒋登

科、李怡，等，并率先于 １９８６ 年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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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研究所———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中国新

诗研究所，在开展诗歌研究交流、普及诗歌教育、培
养诗学研究人才、推动重庆诗歌及中国新诗发展等

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除以上主张重庆是当之无愧的“诗歌重镇”观

点之外，另有部分诗人及评论家认为重庆只是在 ２０
世纪某些时段呈现“诗歌重镇”的特征，但在经历抗

战时期、１９５０ 年代和 １９８０ 年代等数个繁华时段的

荣光之后，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的重庆诗歌地位远

远不及国内其他的诗歌大省和诗歌强市，如北京、
广东、福建、江苏、山东、湖北、甘肃等地区。 还有人

认为：重庆根本就没有达到成为“诗歌重镇”的条

件，也没有成为过“诗歌重镇”，所谓“诗歌重镇”的
说法“只是自我拔高、自我安慰而已”。

倾听、记录重庆诗人及诗评家对重庆诗歌的地

位及影响问题的看法观点，了解 ２０ 世纪以来中国新

诗在重庆的衍生轨迹和演绎进程，把握重庆及重庆

诗歌在全国诗坛的地位以及产生的影响，全面认识

“诗歌重镇”重庆这一说法，对总结重庆诗歌历史经

验、推进重庆诗歌未来发展，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

重要诗学意义。

五、活态史料之三：存在问题及未来展望

关于重庆诗歌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的访谈

是《重庆诗歌访谈》的第三个重点话题，是为此次重

庆诗歌访谈行动获取的第三组重庆新诗活态史料

及第一手资料。 通过对重庆诗歌“存在问题及未来

展望”话题的访谈，集中展示了重庆诗人及诗评家

对当前重庆诗歌生态的高度关注和问题聚焦，同时

寄托了诗歌界人士对重庆诗歌发展的深沉思考和

美好祝愿。
对于重庆诗歌目前存在的问题，广大受访诗人

及诗评家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较大

影响的诗人和诗歌作品还不够，有待进一步提升诗

人和诗歌作品的影响力、感染力和传播力。 新时期

以来重庆诗人及诗歌作品荣膺全国大小诗歌奖项

数量不少，但在全国范围内享有较高声誉和较大影

响的诗人仍然不够，重庆诗歌仍需继续走出 “夔

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二是存在一定的小山

头、小圈子、小利益方面的问题。 在访谈中，著名儿

童诗人、老诗人张继楼甚至不无忧虑地说：“我深深

感到重庆的诗人并不团结……各行其是，互不相

干。 ……这个问题不解决，想提高（诗歌）整体水

平，难！” ［２０］２３三是缺乏属于重庆自己的诗歌刊物，缺
乏对重庆诗歌艺术的有效研讨和推介。 虽然“当下

诗歌是（重庆）文学的唯一亮点” ［１８］６９，但是重庆根

本就没有一本由官方主办、公开出版发行的诗歌类

刊物，仅有《中外诗歌研究》 《银河系》 《大风》等数

种内部诗歌刊物及《东方诗风》《三峡诗刊》《国际汉

语诗坛》等民间诗刊，诗人推介及诗歌发表阵地有

限。 此外，相关机构举办的诗歌交流活动及研讨会

也非常有限。
针对如何解决重庆诗歌目前存在的问题，大力

促进重庆诗歌的未来发展繁荣，诗人及诗评家纷纷

发表了个人的看法并相应给出了各自的答案和建

议。 首先，诗人要调整创作心态，克服浮躁情绪，克
服功利观念，抵制各种诱惑，能够安静下来，不断积

累经验，深入思考诗歌创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逐
步探索诗歌艺术的特征和规律，创作出真正有影响

的诗歌作品。 评论家李怡教授和诗人冬婴都特别

强调指出诗人良好的心态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意

义，浮躁的心态尤其应该警惕。 其次，作协、文联及

宣传部等组织机构和有关部门要重视加强对重庆

诗歌事业的关心、关注和投入。 关注重庆所有的诗

人，特别是那些年事已高但还在执著创作的诗人和

那些正在发育、生长的新生诗歌力量，那些远离主

城的区县里面经常被忽略的诗人和诗歌作品；要拓

宽诗歌发表出版阵地，要定期组织举办各类公益诗

歌讲座、开展有真正意义的诗人及作品研讨会，敢
于对诗人创作、诗歌作品之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进

行尖锐批评，不能只说好话，光说好话，“诗人与评论

家之间，唯有相互激荡，相互砥砺，相互支撑” ［２１］２８６，
方能开创重庆诗歌创作和评论双赢双丰收局面。
最后，重庆诗人要继续加强对外交流，加强与国内

诗歌同仁及海外诗歌界的交往与联系，进一步拓展

诗歌写作视野，提升诗歌技艺水平，打造“具有震撼

力和穿透力的诗歌精品” ［２２］１７４，促进诗人自身与诗

歌创作的协同发展进步。
展望重庆诗歌的未来发展，诗人及诗评家都充

满了热情期待和美好祝愿。 重庆作协党组书记、副
主席王明凯指出，重庆诗歌“已经展示出广阔而可

期的前景” 。［２３］１８５周晓风教授说：“重庆有丰富的诗

歌土壤。” ［２４］２０９诗人唐诗坚信“重庆这座大山大江的

大城市，一定会诞生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影响

的大诗人、大评论家、大品牌的诗歌活动”。［２５］３２２与

此同时，许多诗人一致表示愿意为重庆未来诗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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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作出属于自己的新的贡献。 “永不服老”的老诗

人华万里说： “默默写诗，写好诗，写大诗，写史

诗。” ［２６］１０９“三峡诗人”杨辉隆表示：“愿意多创作，
力争写出较好的作品，不愧诗人的称号。” ［２２］１７４年龄

最小的诗人西叶呼吁：“要让诗歌带给人们更多的

美感，让更多的人走向诗歌。” ［２７］４０４观照广大诗人及

诗评家对重庆诗歌未来的把握和展望，重庆新诗的

明天将更加美好。

六、《重庆诗歌访谈》意义及启示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明确指出：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

之可言。” ［２８］４０王本朝认为：“史料的发掘与利用是

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动力和基石。”“新的史料发

掘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工作的一份，它不仅仅

是一个史料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建设发展的问题，需要作全面的思考和长期的建

设。” ［２９］２２９⁃２３０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学科

分支，新诗研究同样亟需加强新的史料的发掘、整
理、鉴辨和运用，回首百年新诗发展所走过的道路，
在今天谈论、探讨新诗活态史料及诗歌发展第一手

资料的发掘和保存工作，《重庆诗歌访谈》显然具有

不可忽略和替代的诗学意义及启示。
在蒋登科先生及《重庆诗歌访谈》课题组成员

的努力付出下，通过有效择选访谈对象，合理设计

访谈话题，精心组织实施对重庆诗人及诗评家的具

体访谈工作，并认真、详致、准确地做好访谈记录，
及时获取保存了一批宝贵的重庆新诗活态史料及

第一手资料，总体实现了“收集和保存重庆诗歌发

展的第一手资料”的预期目标。 其中关于诗人徐国

志的访谈资料甚至成为这位重庆老诗人生前接受

诗歌采访的最后“绝唱”，诗人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 日接

受《重庆诗歌访谈》课题组现场访谈，在两年后的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不幸辞世。 刘福春先生曾经感叹

活态史料发掘工作：“随着一批老诗人的故去，我们

已经失去了很多机会，一定不能再失去更多。” ［３］

《重庆诗歌访谈》课题组对诗人徐国志开展的诗歌

访谈，成为了他生前留下的极其难得的口述资料。
另外，作为此次诗歌访谈行动的直接成果，《重庆诗

歌访谈》也是新世纪以来重庆诗歌收获的不可多得

的批评类著述，在重庆诗歌和重庆文学批评界占据

了比较突出的地位。 诗人重庆子衣认为：“这应该

是重庆诗歌评论界送给（重庆）诗人们最好的新年

（２０１４ 年）礼物。” ［３０］３８３

针对中国新诗意义而言，《重庆诗歌访谈》在为

２１ 世纪中国新诗研究提供了一批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的重庆地域诗歌活态史料的同时，也为当前及今

后继续发掘、整理和保存中国新诗活态史料工作带

来了新的借鉴与启示。 诚如刘增杰先生所声称，史
料问题“仍然是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的

问题之一，或者竟至可以说，史料问题是（中国现

代）文学生成研究中脆弱的软肋” ［３１］７８，何况中国新

诗面临的史料困境更趋严重，“命运多舛的新诗在

发展过程中，本来出版就艰难，发行量很小，而长期

的战乱又在毁灭着新诗的原始资料，……使新诗研

究在资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缺失” ［２］。 为了有效发

掘、整理和保存新诗史料，不少诗人、研究者及诗歌

爱好人士数十年如一日地在新诗史料园地默默耕

耘和苦苦寻觅。 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方法在不

同学科之间相互借鉴、挪移和使用，不断取得新的

研究成果，口述历史法、田野调查法等诸多非诗歌

研究方法也被有意植入中国新诗研究范畴，如香港

诗人王伟明的 《诗人诗事》 （ １９９９）、 《诗人密语》
（２００４），孙文涛的《大地访诗人》（２００３），西渡、王家

新的《访问中国诗歌：中国 ２３ 位顶尖诗人访谈录》
（２００９）等，以上著作均从“口述史”这一新的视角切

入诗歌观照和研究，为新诗研究“提供了独特而难

以被替代的参照系” ［３２］３２０，获取了许多非常宝贵的

中国新诗活态史料。 在此背景下，《重庆诗歌访谈》
在借鉴国内诗歌界同仁口述诗歌（史）经验方法的

基础上，通过运用现场访谈、委托他人访谈、电子邮

件访谈等多种访谈方式获取重庆新诗活态史料及

第一手资料，无疑进一步增强与扩大了口述诗歌

（史）及其他获取新诗活态史料方法的可行性、公信

力和影响力，引发了诗人及评论家、学者竞相开展新

一轮诗歌访谈的势头（如东南大学王珂先生的“新诗

田园”调查等），为中国新诗活态史料发掘、保存工作

和 ２１ 世纪中国新诗建设作出了属于诗城重庆及重庆

诗歌界的重要贡献。 我们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重
庆诗歌访谈》必将成长为重庆诗歌、重庆文学甚至中

国新诗研究领域的不可缺少的兼及诗歌访谈和新诗

活态史料发掘、保存的双重典范！ 重庆诗歌及中国新

诗活态史料发掘工作定将再创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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