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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右之地。 从来都不缺文人，不缺诗，缺的是寂寞。

一个精神的劳动者在紧锁的门内，守着他的那支秃笔，

肆意在自我的空间，从而诞生出惊人的勤奋指数，二十四部

著作是晓彬（求风）兄不惑前一眼无法尽收的回望。

他的笔在最终的冲动后出现了一位诗化的男子：程维。

尽管程维先生尚未到树碑立传的年龄， 但他的诗在江

西文坛举足轻重。 晓彬兄此次的创作行为， 在下持鼎力之

姿，理由很简单：

于私：程维先生是鄙人重要的文学导师，二十年前，给

我文学温暖的是程维，如今依然，故乐见其成。

于公：江西评论界罕见评析当代本土文化人的专著，玩

文学热闹总比冷清好，顿击掌称快。

若要再谈一点， 艺术领域不好的风气在于口头评论家

太多，文人相轻是最不值得却活生生存在的沫状物。寡言的

晓彬兄却在孤灯之下，立字。

这是一种需要积极回填的真诚， 尤其晓彬兄的评论精

神在功利时代显得尤为珍贵。

此部论程维诗歌的书，给晓彬兄增加不了太多，对程维

先生更是如此，但增加的是文人相重的力量。 于是，我常念起

当年风华正茂时，阳光是辣的，雪是甜的，平淡、清贫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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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雄赳赳的。

程维两个字包含太多那时候的回忆， 为了我那些报角

发表的青涩小诗能走得更远一点， 他骑着单车带我到市作

协，交一张加入这个团队的表格，并以市作协副秘书长（现

在的程维先生已是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江西省诗委会

主任、南昌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的身份推荐我。 在他那

间几乎看不清对方脸的阴暗办公室， 我们畅谈关于诗歌的

革命理想， 还有蛤蟆街破旧的小餐馆， 让啤酒在肚皮里泛

滥，而程维当下的序、评论，都热情饱满地鼓励后辈……

文人其实要有侠士的骨，就似我案头这部《穿越时空

的对话———论程维诗歌》的稿件，它已让我拎得些许的酸

痛。文学，苦难的文字，正是广寒宫时时被砍伐、又时时忍着

剧痛愈合的桂花树。文学的推出就似一个卖拐的行为，这对

文学和在文学中享受过快乐的人都是一种伤害。不是吗？近

日，我从书店的橱架翻到一本热门小说，它的写法形象比喻

成玻璃砸到地上，将破碎进行到底。我对着牛头不对马嘴的

段落发呆，想必那本小说躺在我手上也是发呆之状，或许我

真是肤浅，肤浅到连热门的东西都看不懂。而诗更是多变的

脸， 面对一组组勃起的诗像是急不可耐想寻找一个窟窿狠

狠扎进去的柱体，我想诗真的就是网络上的阳具？是好端端

的诗变贱了或是玩世不恭，还是我确实是朽木脑袋，一介穿

长衫的晚清遗老？

好在程维的诗还在，飘着沁肺的桂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诗的一群愣小子里，程维先生

无疑是公认的大哥。 他是古代人，意外闯入现代社会，还惦

记前朝，甚至运转的思维尚未被现代精神更正。

先人创造的方块字是程维的料， 他那双天生的手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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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疲地摆弄它们，而他的腿却不适应俗世的行走，手和腿造

就一个极不对称的程维。

他应该是大型报刊的主编；

他应该是名牌学府的教授；

他应该是文化类出版社的社长……

偏偏不是。

是谁遗漏了给他一件合身的外套？ 在程维身后的跟随

者没有一个部下，因为他压根就没有部下，只有忠实的学徒

和朋友。 更奇怪是，在这群人里挤满了诗人、作家、主编、社

长、教授。

古典的程维是不可缺失的风范， 他是一个在时空隧道

里的旅者，一个从江南水面上横空出“水”的诗的精魂在中

国诗坛上游荡。 读程维的诗，会冻在他的才华里。 程维的许

多诗是不能大声朗读的， 凡间的俗音会惊跑潜伏在字里行

间的灵动，静静地赏，原来汉字像雪莲一样美丽。 诗歌也有

体香，散发出来，有如仕女撩拨的筝声。 从程维诗歌的敏感

中看一位艺术家的深厚，诗不简单，没有哲学、宗教、人文的

诗，那是多么的轻浮。

被程维诗歌俘虏了的晓彬兄以长篇评论形式坦白，又

有多少文人在程维诗歌的方阵前投诚， 更有多少自诩诗法

高超之士在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

在合上书之前，有两种感动混合在我心中，冲撞，翻滚。

一是缘于程维的诗歌， 另一是缘于在程维诗歌中不能自拔

的晓彬兄。程维造就了赣抚文坛的一种诗歌样式，晓彬则在

品评《他风景》中，引领人们在走进程维的诗意王国时，也

引领人们走进了他自己。

所以，这部书是：创作的内心世界。

嗅：诗歌的体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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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指南。让我们在风雅颂的河渠中慢慢划行，左

顾右盼地惊叹两岸树立的程维诗歌。

———诗歌的教科书。 在程维诗歌范例下有晓彬兄这样

一位诗歌实践者提供的创作诗歌的方法论。

———欣赏别人，也让别人欣赏自己的鉴赏大全。原来评

论不是八股文，挣脱定式的评论也是可以玩味的大散文。

今日， 正逢滕王阁国际华人作家笔会， 晓彬兄递给我

《穿越时空的对话———论程维诗歌》初稿，是夜拜读，趁偶

然的寂寞草就。

兴未了，开出关于寂寞的药方，功能：其一，治疗浮躁的

药；其二，挖掘深邃的铲；其三，自塑精神的模。副作用：是凡

人不敢遭惹的孤独、痛苦和挣扎。

以前那个白面书生程维服用过， 现在又有一个白面书

生晓彬兄正在服用，皆为脱俗敢为之士也。

2010年 11月 2日

（作者系南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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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

程维：男，汉族，笔名史嘉。 1962年 2月出生，江西南昌人，

新江西诗派诗人之一。 1991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1年参加工作，历任南昌市第一百货有限公司干部、南昌市

政协《诚报》编辑部编委、江西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南昌市作

家协会副主席。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江西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南昌市作家协会常

务副主席。

1983年在《湘江文学》月刊开始发表作品。 曾先后在《人

民文学》《诗刊》《十月》《解放军文艺》《作家》《星星诗刊》

《山花》《作品》《中华文学选刊》、台湾《蓝星诗刊》、香港《诗

双月》、美国《纽约诗刊》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 作品被

收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新中国五十年诗选》《二十世

纪汉语诗选》《世界华文诗精选》《人民文学五十年作品精选》

《星星诗刊四十年作品精选》《主潮诗歌》《中国诗歌年鉴》

《中国诗歌精选》《中国最佳诗歌》《中国现代诗年鉴》等百余

种选本。

1993年，《亚细亚诗报》 总第 28期公布总第 27期征答揭

晓：十佳中青年诗人是张新泉、陈所巨、秦巴子、林染、沈天鸿、

曹宇翔、海子、杨然、程维、于坚。

1997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91 年出席全国青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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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出席第六次全国作代会。 2006年出席第七次全国作代会。

2008年 5月，作为江西省文学界代表，被选拔为北京奥运火

炬手在南昌传递火炬。

2009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作家代表出席第 46届贝尔格

莱德国际作家会议，其作品《海伦》《灯具店》《银色笛手》等译

成欧洲各国文字，并由塞尔维亚著名演员朗诵、在塞尔维亚《文

学报》《子午线》等刊物发表，反响热烈。 2010年印度加尔各答

国际诗歌节邀请参加诗歌节。

出版著作有长篇小说《戈乱》，散文集《独自凭栏》《沉重的

逍遥》《书院春秋》《豫章遗韵》，诗集《古典中国》《纸上美人》

《他风景》等十部。 长诗《唐朝》《汉字·中国方块》《喜马拉雅山

上的雪》《商》《一日百年》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目前，程维

的历史三部曲之二的长篇小说《虚鱼》也已经杀青，即将出版。

程维的作品多次获奖，其中诗集《古典中国》获中国作协第

八届庄重文文学奖、 江西省第二届优秀文艺成果奖； 长篇小说

《戈乱》列为 2005畅销书排行榜并获首届滕王阁文学奖；《爱之

门》《雪崩》等作品分别获第一、三届江西省谷雨文学奖、第二届

陈香梅文化奖、南昌市政府文艺奖、广州文艺奖；散文集《独自凭

栏》获第五届江西省谷雨文学奖，《书院春秋》获中华好图书奖；

长诗《为文学而哭》获 1994年《诗刊》优秀作品奖；散文《书剑

飘香》获 1997年华东报纸副刊散文好作品奖，《清理人生：白色

中的白》获 1997年邮电部报刊文学评论奖；长诗《用诗歌祈祷

和平》获 1995 年《诗刊》全国朗诵诗金鹰杯奖，《重庆谈判之

诗》《推开大水》 分别获 1992年、1998年江西省报纸副刊好作

品二等奖和一等奖，《斯人昌耀》获 2001 年《诗林》杂志年度

“天问诗歌奖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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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关于诗人程维以及他的诗歌作品， 多年前就有想评论的冲动， 但由于水平有

限，一直不敢下笔，总怕评不好，也总怕评论出来的东西是对诗人的亵渎。 另外还有

一个原因是， 手头上仅有的作品就是他于 2001年 1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

篇散文专著《豫章遗韵》和 2005年 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诗歌作品集《纸上美

人》两部著作，真正代表他诗歌创作最高水准的作品手头上反而没有。

然而，今天终于动笔写下此评论，原因有二：一是手头上拥有了一部代表诗人

程维最高创作水准的诗歌作品集———《他风景》。 该诗集于 2009年 11月由百花洲

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诗人程维优秀近作及最有代表性的各类诗作二百余首，这是

一部足以代表中国现代诗歌最高水平的诗集之一； 二是近年来我一直在计划着准

备利用业余时间对南昌地区正式出版过作品的作家至少写一篇评论文章， 主题为

“走进南昌作家群”，暂分“诗歌卷”、“散文卷”、“小说卷”进行。 所以，对于评论

诗人程维的诗歌作品那是早晚的事情，现在不评论，以后也一定会评论，假如“走进

南昌作家群”的主题中没有诗人程维，那将是不完整的，也是有缺憾的。

就当前江西诗坛中能自成风格并影响过诗坛的诗人，程维是具有代表性的，他

创作的具有古典中国风的现代诗歌不仅使他在中国诗坛声名鹊起， 也奠定了他在

江西诗坛重要的地位，成为江西诗坛领军人物之一。 因为新古典主义现代诗歌流派

（我们暂且称之为新古典主义）的开创者就是诗人程维，是他先人一步，且已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由于风格的形成乃艺术生命成熟的标志，所以他的这种新古典

主义的现代诗歌流派影响了众多诗歌创作者， 以至于后来有一大批诗歌创作者都

在模仿诗人程维的这种风格进行创作， 其中有很多诗人在这种风格的诗歌创作中

创作出了大批优秀诗歌作品。 可是，不管后来的这些诗歌创作者创作出的这种风格

的诗歌水准如何，就算在创作水准中有超过诗人程维的，但就其创作成就而言，是

无法超越的，毕竟开创者是诗人程维，不是其他人，而且风格也是由诗人程维先他

人形成的，其他人最多算是学习者或是继承者而已。

所以，我称诗人程维为江西诗坛领军人物之一是有道理的，正如我曾经在评论

号称“怪球手”的江西诗人王治川的诗歌作品时，第一次对诗人程维使用了“江西

诗坛的灵魂人物之一”也是有道理的。如果江西诗坛有哪位在诗歌创作中能独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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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风格且能够影响诗坛的，我同样会不吝赞美之词。

对于当前中国诗坛，能代表江西的优秀诗人已经寥寥无几，诗人程维无疑就是

这寥寥无几中的一位。 也许有人觉得这观点有些偏颇，不过在提出这个观点之前，

我也仔细掂量过，不是随口而出的，是通过对当今江西所有中青年诗人的搜索比对

并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观点。 同时，在江西之外，如果有人提起江西诗坛，他们首先

想到的就是诗人程维，而不是其他人。 比如有几位四川诗人朋友就在我面前多次说

过，就当前而言，江西诗人也只有程维和三子可以拿得出手了。 对这个观点，我们暂

且不去讨论是否偏颇，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程维在中国诗坛的影响力。 当然，

也有提到公刘的，因为他是中国诗坛有影响的老一辈诗人，深得大家喜爱，我也非

常认同。 不过，由于公刘工作、生活一直不在江西，尽管他是江西籍人，我认为不应

该把他划入江西诗坛，况且目前他也已经过世，现在只能把他划归为中国诗坛老一

辈诗人的行列。

在肯定了诗人程维在江西诗坛的地位之后， 下面让我们真正走进诗人程维的

诗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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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赤诚的诗心 →→→→→→→→→→→→→→→→→→→→→→→→→→→→→→→→→→→→→→→→→→→→

诗人程维在《他风景》这部诗歌作品集中的谋篇布局是独具匠心的。 首先，他

将《旗帜》这首诗作为诗集的第一首编排也有其道理：

一面旗帜

是血养的诗之精魂

它升华生命，将荣誉高举过头顶

让它飘扬

诗人的每一颗头颅都是它的立足点

只要它不倒下

即便剩下最后一个朗诵者

也是大获全胜

从这里我们可以读出诗人呵护诗歌、 爱护诗歌的那颗赤诚的诗心。 在当今社

会，由于一些诗歌与文学、哲学、宗教、历史等可怕地成了文化工业的产品，应文化

消费市场而生产，真正的诗性和本真的存在往往被复杂化了的生活问题所遮蔽；诗

歌与其他纯文学一样，日益边缘化，有钱的自去醉生梦死，没钱的为讨生活而挣扎，

诗歌早已被世人放逐到荒野之外，根本抵不上牙缝里一点残渣，只配在冷笑声中逃

亡。正如荷尔德林所说，这是一个诗意贫乏的时代。然而，能与生存的错误和忧伤相

对抗的，却仍然是诗歌；因为只有诗人才能面对贫乏的时代站出自身，高举旗帜，引

领人们将精神的关注指向未来的世界。

于是，诗人程维高举诗歌的旗帜，让生命得以升华，并不停地为诗歌而歌唱着：

“只要它不倒下 /即便剩下最后一个朗诵者 /也是大获全胜”。很自然地，他在诗集

中安排的第二首诗歌《朗读者》紧接着就出现了：

1.赤诚的诗心 1



→→→→→→→→→→→→→→→→→→→→→→→→→→→→→→→→→→→→ ———论程维诗歌

我赞美朗读者，用我的朗读赞美她

她是精神导师，仿佛来自天堂

文字在她的舌尖上闪光，照亮心房

多少年的隐秘、抑压与幽暗

在她的朗读中生长出天使的翅膀

这里描写的是诗人置身于诗歌之中又面向诗歌站出自身， 即诗人跻身于诗的

世界里又孤独于诗的世界之上。 一般的人总是太容易认同并且愿意平庸世俗地生

活，他们没有伟大的胸怀、广大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思想与灵魂不能同时与人性和

精神对话，因而如上面所说的“有钱的自去醉生梦死，没钱的为讨生活而挣扎”。 诗

人在世俗的生活世界中站出自身并进行超越，用自己的朗读赞美生活，充实自己的

精神世界：

不要把它打断，不要

她的节奏来自天体的运行

安静，请大家安静

上帝正乘着她的声音来临

诗人在生活中又超越世俗生活之上， 在诗歌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依然能聆听朗

读者的召唤，“安静，请大家安静 /上帝正乘着她的声音来临”，这才是真正的诗人。

当然，生活是宽阔无边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能把诗歌理解得过于狭窄。

2.时空的跨越 →→→→→→→→→→→→→→→→→→→→→→→→→→→→→→→→→→→→→→→→→→→→

从诗人的朗读声中，我们走进程维的长诗《我要到唐朝去———谨以此诗献给热

爱诗歌的人们》，一股古香古色的风迎面而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诗行中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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