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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

　　　　湖南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个实力较强的专业，该专业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和本世纪初期两次被确定为湖南省重点专

业。文艺学学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重要依托和支撑点，湖南理工

学院文艺学学科具有明显的优势，其师资力量、科研水平、教学能力

都达到了较高的层次。该学科于２００４年被确定为湖南理工学院重

点建设学科，于２００６年被确定为湖南省重点建设学科。

　　　　湖南理工学院文艺学学科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李元洛教授开创

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由李凌烟教授领衔建设，至今走过了３０余

年的建设、发展途程，已经具有了较为深厚的学术积淀，形成了文学

理论、文学批评学、当代学术史研究等主要研究方向。进入新世纪以

来，该学科教师先后完成了“中国的文学悲剧论”（国家社科基金课

题，余三定主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研究”（省社科

规划课题）、“屈原学大典”（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等多项课题；发表

论文１００多篇，其中被《新华文摘》转载４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转载１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３篇，被中国人民大学

“复印报刊资料”转载２０多篇；该学科老师主持的教改课题先后多次

获得国家级和省级教学成果奖，其中“开展公共艺术教育，为中学素

质教育培养新型师资”（李凌烟主持）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该学

科老师有２人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有１人被评为全国教

育系统劳动模范，有１人被评为湖南省优秀中青年专家和首届湖南

省普通高校教学名师；等等。

　　　　湖南理工学院文艺学学科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发展特色，主

要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其一，将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实践的

批评相结合，热忱关注地域文学创作现象并长期坚持作追踪评论与

理论研究。多年来该学科在推动文学湘军尤其是岳阳文艺创作上作

出了不懈的努力，《文坛岳家军论》（余三定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便是对岳阳文艺创作颇为全面系统的考察与评论。其二，适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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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小辑

　　　　余三定　　１９５６年生，男，湖南岳阳

人 ， 现 为 湖 南 理 工 学 院 党 委 副 书 记 、 中

文 系教 授、 《云 梦学 刊》主编、中国作家

协 会 会 员 ， 主 要 研 究 方 向 为 文 艺 学 和

当代学术史。





当代文学缺少鲜活的贪官典型

　　　　严格地说起来，本文的论题（标题）也许是不甚确切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文学

有不少作品写了反贪内容，自然也描写了贪官形象，如此看来，贪官形象似乎没有

缺失。但是，当我们逐一检示、分析起来看，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的贪官形象有

哪些立得起来并让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呢？有哪些血肉生动甚或富有典型意义的

呢？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回答：没有。有的不过是些侧面、表层描写的单薄、肤浅的

形象，或者是过于漫画化的形象。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贪官形象缺

失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不足。

生活向文学提出了要求

　　　　新时期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社会的发展、改

革的深入，我们的文学曾留下了若干无愧于时代的、可以载入当代文学史册的、让

人耳熟能详的文学形象，例如“伤痕文学”中的谢惠敏、宋宝琦（《班主任》）、王晓华

（《伤痕》），反思文学中的月兰（《月兰》）、李顺大（《李顺大造屋》）、王老大（《笨人王

老大》）、许灵均（《灵与肉》）、罗群（《天云山传奇》）、李铜钟（《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改革文学”中的乔厂长（《乔厂长上任记》）、李向南（《新星》）、冯厶爸（《乡场上》），

“寻根文学”中的丙崽（《爸爸爸》），还有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形象倪吾诚（《活动变

人形》、勤劳的老农民形象许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积极进取的青年农民形象

金狗（《浮躁》），等等。这些文学形象与他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社会世像的深层）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身上典型地概括了某一社会历史时段或某一社会生活

侧面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特点，至今以至往后，人们谈起那时的某一社会时段或某一

社会生活侧面时，会自然提到这些文学形象，这些文学形象具有独特的概括意义和

标志意义，也即是典型意义。

　　　　进入９０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既是经济运行方式、运行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的转

变，又必然伴随着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方面的变化。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社会出现

了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与此同时，我们党开展了长期而愈来愈有力的反腐败斗

争）。“腐败”，按《辞海》的解释是“腐烂”。“也泛指败坏、堕落。”但今天实际是专指



利 用 职 权 假 公 济 私 的行 为。 贪污 是 腐败 的核 心， 也是 其 主要 表现 形式 。 当今 社会

比 较 严 重 的 腐 败 的 标志 ，就 是产 生 了为 数不 少的 大大 小 小的 贪官 。且 贪 官的 出现

明 显地 表 现出 两个 趋势 ：一 是 人数 逐年 增加 ， 职务级别越来越 高。据《广东支部生

活》１９　９８年第１１期提供的资料，全国查处的贪官（包括受党纪政纪处分和刑事处

分者）１９９３年厅局级６９人、省部级３人，１９９４年厅局级８７人、省部级５人，１９９５

年厅局级４２９人、省部级２４人，１９９６年厅局级４９０人、省部级１３人，１９９７年上半

年厅局级５９８人、省部级３３人。在２０００年，大贪官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和全国

人 大常 委 会原 副委 员长 成克 杰 先后 被判 处死 刑 ，可谓触目惊心 。二是领域扩大，金

额 增多 。 贪官 的腐 败已 由经 济 领域 发展 到人 事 领域、司法领域 ；９０年代初期大贪

官贪污 受贿的金额主要以万元、十 万元计，９０年代中期主要以百万元计，９０年代后

期则发展到千万元甚至更大的数字。

　　　　江泽民同志早在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

就 严肃 指 出： “我 们自 从实 行 对外 开放 和对 内 搞活经济两个方 面的政策以来，不过

一 两 年 时 间 ， 就 有 相当 多的 干部 被 腐蚀 了。 要足 够估 计 到这 种形 势。 这 股风 来得

很猛。 ”可见，我们党和国家领导 人、我们党，从９０年代初起就对腐败现象、对贪官

给 予了 高 度警 惕并 一直 进行 着 坚决 斗争 。我 们 的理论界、新闻 界、舆论界乃至整个

社 会， 对 腐败 、对 贪官 也都 给 予了 极大 的关 注 并进行着不懈的 斗争。我们的文学却

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某种淡漠和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反贪题材的深化

　　　　我们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文学对贪官表现了不应有的淡漠和忽视，并非说

文学没有去表现这种社会现象，而是说其描写太表层、肤浅和新闻化。我们说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文学中的贪官形象缺失，并非就其数量而言（单就数量上来说，有

不少文学作品都写到了贪官），而是就其“质量”而言，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贪官形

象大多是单薄、苍白的。我们来看一些有代表性作品中贪官形象的描写。

　　　　一些文学作品把贪官的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描写，但也仅仅是作为一种

现象来描写，即是说作品是在描写当代纷繁复杂社会生活时，把贪官作为这复杂社

会中的人给予侧面描写，对贪官的腐败行为则作一种“剪影”、“素描”式的勾勒。

《废都》（贾平凹）对腐败行为主要是引用一些新式民谣来表现，给读者留下的仅是

一种粗略的概貌和氛围，并无具体的贪官形象。９０年代末期某部专门描写官场的

长篇小说，描写了当今官场里的种种官员形象，其中也包括贪官形象，但由于作品

是通过一位省级机关小官员的视角来描写，故贪官形象仅留下剪影和侧影，没有立

体感。长篇小说《玩古》（彭见明）颇为生动地描写了某地区副专员的受贿，到了晚

上，去副专员家送礼的人一拨又一拨，以至作品主人公东方冉在楼下树影里躲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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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竟没有抓到一次送的机会，直至第二天早晨副专员即将出门上班的那一刹那，

东方冉才瞅准机会如愿以偿送出手。这样的描写固然幽默、精彩，但也给人漫画化

的感觉。

　　　　一些文学作品专门描写反腐败（反贪）的斗争，相当成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

响，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如张平的长篇小说，这在当代文学史上将会留下深深

的印记。张平的反腐败（反贪）文学集中笔力表现“反”（贪）的必要性、艰难性、正义

性以及“反”（贪）的错综复杂、生死搏斗，读起来使人感到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作品

塑造了不少感人的反贪英雄形象，如刘郁瑞（《天网》、《刘郁瑞办案记》）、李高成、杨

成、万永年（《抉择》）、罗维民、何波（《十面埋伏》）等等，这些人物极少那种概念化、

模式化、脸谱化的东西，不仅可敬，而且可亲、可信。但作品描写的所“反”的对

象——腐败分子（贪官）则给人单薄的感觉，作品的贪官形象大致都突出地表现出

两方面的特质：一是坏，二是狡猾，缺少复杂的人性深度和厚度。有的评论家把张

平的作品归结为政法题材，虽然有些偏颇（张平的作品并非单纯的政法题材），但也

可以理解，因为张平作品突出的是与犯罪分子（腐败分子、贪官）的斗争（斗志、斗

勇、斗智、斗力），突出的是错综复杂、长期曲折甚至是扣人心弦的“斗”的过程，或者

说是惊险的破案过程。

　　　　把贪官的腐败行为过多地归结为个人道德上的原因，是不少作品的共同特点。

《苍天在上》（陆天明）中的腐败集团来自于章台市林中县田姓家族。田副省长就出

自于此家族；到了省里，更是构成了一张田姓官僚网络体系。这种封建的帮派体

系——家族集团本有着深深的社会渊源，但作品主要着力的是道德上的谴责。《中

国制造》（周梅森）揭露出平阳轧钢厂从８亿的预算，搞成１２亿的规模，可好多年过

去了，竟然一寸钢也没有轧出来。厂子光请客送礼一项就是６７万多元。工人们有

４３２万元集资款投了进去，烈山县干部竟然以入股的名义倒卖国有土地使用权。

作品里道德的义愤溢于言表。《抉择》里的贪官省委副书记严阵等给人印象特别深

刻的亦是其道德的堕落、贪欲的膨胀。９０年代以来，官员为什么会腐败（贪污受

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官员腐败，为什么腐败到如此程度，为什么能够实施腐败

（即贪污受贿得逞），怎么从根本上扼制乃至解决腐败问题？显然，单纯从道德和道

德约束上寻找原因是无济于事的。

　　　　可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文学作品在描写贪官时，或者只作侧面剪影式的反

映，或者浓墨重彩于对贪腐案件的侦破过程，或者单纯着力于对贪官的道德上的拷

问和谴责，因而我们难于见到立体的、血肉生动的贪官形象。

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要求艺术典型

那么，怎么样使我们的反腐败（反贪）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不断深化，怎么样



去 努力 描写 出 血肉 生动 、有 立 体感 的贪 官形 象， 以 与时代相呼应 呢？笔者以为，下

述几方面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我们可以尝试正面甚至在有的 作品中主要描写贪官形象。 我国古代的反贪文

学 可以 给我 们 有益 的启 示。 先 秦的 诗歌 ，就 有反 贪 的内容，如夏 时的《五子之歌》

（载于古文《尚书》），西周时的《诗经·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等等，是讥刺贪鄙

的 名作 。此 后 反贪 文学 绵延 不 绝， 到宋 时产 生了 众 多的反贪谚语 和诗歌，宋海盗郑

广 于投降 后作官的《上众官诗》就颇为 有趣而深刻：“郑广有诗上 众官，文武看来总

一般。众 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 做官。”（岳珂《史桯》）继而发展到元杂剧中的

反 贪戏 、明 清 时期 的反 贪小 说 ，可 以说 具有 丰富 的 可资借鉴的文 本和经验。明清小

说 中就 有专 门 正面 描写 贪官 的 作品 ，这 些作 品塑 造 出了至今不被 忘记的贪官形象。

明 末 陆 人 龙 著 的 《 魏 忠 贤小 说斥 奸书 》 就是 一部 专门 描写 大 贪官 魏忠 贤的 长 篇小

说，作品 对大贪官的魏忠贤出生，钻 营发迹，疯狂贪贿（魏手下的走狗亦贪赃成性），

以 及为了 贪贿而借“反贪”去残酷迫害 正直官员，等等，都有细致 生动的描写。作品

描写的魏 忠贤是一个立起来了的贪官 形象。清代小说《儒林外史》（吴敬梓）、《二十

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官场现形记》（李伯元）、《何典》（张南庄）等作品都有

不 少 对 贪 官 的 正 面 描 写 ，塑 造出 了多 个 各具 性格 的贪 官。 上 述文 学作 品值 得 引起

我们思索的是，我们的文学作品，可以侧重于“反”（即重点在“反”）的描写，也可以

侧重于所反之“贪”的描写（即重点在对“贪”的展露、挖掘），当我们把“贪”展露得淋

漓 尽致， 把“贪官”描摹得形神毕肖时 ，或许才能更好地去“反” ，更有利于我们去

“反”。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只要是有“官”的社会便会有“贪官”。中国过去就有过

“ 三年清 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 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是腐败 （贪官）滋生的沃

土 。当 今其 他 国家 亦有 贪官 ， 据新 华社 驻华 盛顿 记 者翟景升报道 ，总部设在德国柏

林的“透明国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２日在华盛顿发布

了１９９８年国际腐败洞察指数（这里“腐败”的定义是滥用公共权力来为私人谋利）。

这 个指数 是１０多项调查的综合，得分 越低腐败情况越严重。中国 大陆１９９８年得

分３．５分（最高的丹麦为１０分），在他们所调查的８５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５２位

（１９９ ７年排名第４１位），这就 是说还有若干国家排名在中国之后。现在我们的问

题 在于 ，当 现 代化 的巨 变将 中 国社 会推 向一 个新 的 时期之际，腐 败并未稍减，反而

愈 演 愈 烈 。 其 深 层 原 因 何在 ，能 单用 道 德原 因作 出回 答吗 ？ 贪官 的形 成仅 仅 是由

于道德上的原因吗？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江泽民同志在《高举邓小平 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

面推向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２日）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

死存亡的 严重政治斗争。”反腐败要 “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

是 关键 。通 过 深化 改革 ，不 断 铲除 腐败 现象 滋生 蔓 延的土壤”。 可以说，在文学创



作中，把贪官单纯归结为道德的原因，单纯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是只看到了“标”，而

忽略了“本”。

　　　　可喜的是，当历史进入２１世纪之际，我们开始见到了一些描写贪官较为成功

的力作，我们见到了一些初具立体感的贪官形象。２００１年新春佳节中央电视台第

一套节目在黄金时段播放的２０集电视连续剧《大雪无痕》（陆天明编剧），塑造的贪

官副市长周密就并非简单的反面形象，他出身贫寒，靠自己的努力奋一步步在仕

途上前进，当上副市长后，他也曾想干一番事业，但由于没有经受住巨额金钱的诱

惑，走上贪贿乃至杀人的犯罪道路。促使周密堕入深渊的有多种复杂因素，这里有

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有道德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有软环境的原因也有

硬环境的原因。周密的发展有一个复杂的心路历程。周密一方面是贪婪的、工于

心计的（为了向上爬可谓绞尽脑汁），同时又在一定情况下实实在在地干事业，并且

追求着真诚的爱情。长篇小说《财富与人性》（毕四海，载《中国作家》２０００年１２月

号，并同时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不是一般地揭露腐败、贪官，而是着力揭

示贪官的灵魂世界，挖掘人性的深度。评论家张韧评论说：“《财富与人性》由新的

犯罪结构网带来新的人物，人物谱系呈现了新的面孔。小说的着眼点不是步步惊

险地破案，而是对为什么犯罪的人性拷问。这部小说探究的是人性的整体结构，挖

掘人性包孕的多种成分和它们之间对应的矛盾关系。这是这部书的一个重大突

破。”评论家雷达说：“《财富与人性》则超越了故事或案件表层的时空意义，把笔触

伸向了信仰、价值、生存意义、人性善恶、官场现状、世态人情等等内容。”作家高洪

波说：“孟广太这个人物骨子里的东西都被作家挖掘出来了，林之文、毕天成也是如

此，都具有相当的人性深度。他们人性的复杂包含了腐败的根源：历史的、文化

的、经济的、体制的都有。尤其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封建性与腐败之间千丝万缕的联

系更是这部书的发现，这是一个突破。”（以上引文均见《光明日报》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８

日）。

　　　　上述是一个可喜的开端，但也仅仅是一个开端。因为其虽然较为成功，但只是

塑造了某种类型的贪官。现实生活是复杂的，贪官也是各种各样的，而且是发展变

化的，我们期望我们的文艺作品尽可能多地既描形又传神地留下贪官的立体的、有

血有肉的画像，既为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新的成员，更为警示世人和后人。

　　　　（原载《文艺报》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０日，《作家文摘》３月２７日、《新华文摘》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等摘要，中国

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２００１年第８期转载，并收入漓江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出版的

《２００１中国年度文坛记事》）



中学语文教材的解构与重建

一一《星星》等报刊的争论综览

一、争论的背景与发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成就卓著，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不容回避的是，

教育观念、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还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不能完全

适应面向２１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提高国民素质的要求。因此，教育、教学

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且愈来愈强烈，进入９０年代中期后社会特别强调素质教育，

１９９９年６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

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可见，教

育、教学改革体现了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关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包括诗

歌教学改革）的争论就是在上述的宏观大背景下发生的，说明其有一定的内在必

然性。

　　　　关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争论的具体发端则是起自《北京文学》。该刊１９９７年

第１１期在“世纪观察·忧思中国语文教育”栏目标题下发表了一组文章，包括《女

儿的作业》（邹静之）、《中学语文教学手记》（王丽）、《文学教育的悲哀》（薛毅）３篇

文章。“编者按”说：“‘文学教育’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而作

为‘文学教育’基础的中学语文课，已成为孩子们日益沉重的负担。这一问题正全

方位地引起相关学人、教师和学生家长的深切思考。”《北京文学》的文章在社会上

引起了颇为强烈的反响，由《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７日第８

版用整版篇幅较详细地摘登了这３篇文章，《文艺报》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９日和１２月

１３日先后以较大篇幅发表了有关《北京文学》讨论的报导、述评及争鸣文章，其中

１２月１３日发表了题为《我不同意这样评价中学语文教育》（吴维）一文，文章认为：

中学语文教学的问题是“个别的，极少量的”，“因此在整体上怀疑、非议语文教学则

未免失之偏颇了”。《光明日报》１９　９８年３月１１日发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

文室的文章《谈选编中学语文课文的几个问题》。

　　　　与此相随，《星星》诗刊从１９９９年第１期到第１２期，开辟了“下世纪学生读什

么诗？——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的专栏，《星星》诗刊的讨论又引起了《华夏



诗报》、《新国风》、《中流》等报刊的批评。汕头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９９年４月出版了论

文集《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孔庆东、摩罗、余杰主编）。在此期

间，出版界还出版了《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出版）、

《盲点》（中国城市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出版）等书反映这次语文教育改革的大

讨论。

二、关于诗歌教学整体性问题的争论

　　　　关于诗歌教学整体性问题的争论，主要围绕着思想性与艺术性、滞后性与时代

性、工具性与人文性等重要问题展开。

　　　　１．思想性与艺术性

　　　　邹建军说：“究竟是以反映‘革命精神’为着眼点，还是以艺术至上为出发点？

是以反映诗史 为出发点，还是以诗的文体特性为侧重点？这在以中国少年为对象

的中小学教材中，就需要讨论。拿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诗观来讲，‘分行、押韵、精练、

抒情’，这一源自何其芳诗歌定义对诗歌文体特征的概括，在８０年代以前是可以被

普遍接受的。而纯粹的现代诗人认为，符合以上几个要求的并不一定是诗。”（《调

整语文教科书中的诗歌部分很有必要》，《星星》诗刊第１０期），邹建军在提出诗歌

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矛盾的同时，对一般理解的“艺术性”的内涵亦进行了质疑。

　　　　毛翰说：“教科书对文学作品的遴选，实际上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重思想教

化，轻艺术质地。然而，何谓作品的思想性？思想性也包括几十年无大改观的假大

空腔调和粉饰太平吗？也包括在百花凋零、饿殍遍野的１９　５９－１９　６１年仍高唱‘祖

国的笑容这样美’吗？”“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无疾而终的年头，

祖国怎么还会 有笑容？诗人怎么还有如此的好兴致？面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真

正的诗人除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除了‘秋风秋雨愁煞人’，难道还

能写出别样情怀的诗句？”（《陈年皇历看不得》，载《星星》第４期）毛翰在提出诗歌

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矛盾的同时，则对一般理解的“思想性”的内涵进行了质疑。

　　　　女岛说：“这就是我们的教科书，口号式的短句，耶稣化的语气，四书五经般的

面孔，一颗又一颗童心永远被照本宣科的声音覆盖着，被酸溜溜的大话假话空话腐

蚀着。”（《诗歌教育与新诗危机》，载《星星》第１１期）陈良运说：“中小学语文课本诗

文的选择，长期以来都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方针，尤其是对于入选的现当代作

品。于是政治思想主题明朗而艺术较次甚至很差的作品，乘机进入了语文课本。”

（《“诗歌美育”续议》，载《星星》第１０期）女、陈二位的语言非常尖锐。

　　　　杜华、南野说：“任何艺术都有其方式，无知就无从体会其独特诗境，更不可能

进入。２０世纪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具有更充分的自觉性，因此也更加精粹，它更

需要读者必须 具备一些诗歌的专门知识。诗不是那种直接诉诸人的原始感官的普



及艺术，诗是语言的特别存在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得通过语言深入到语言的

核心中去，才能到达诗歌。认为７０岁文盲老妪都可以读诗，甚至要以适合这一点

作为诗的标准，这个流传至今的中国诗坛神话确实应该破解了。”（《当下大学生的

新诗经验与姿态》，载《星星》第１０期）杜华、南野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他们关于诗

歌“艺术性”的理解。

　　　　一些报刊发表文章对上述看法进行反驳和批评。

　　　　余之思说：“在《星星》上挥舞的棍棒似乎比较具体地展示了‘先锋’的理论水平”，

“《星星》诗刊的折腾，只不过是‘旧货新摊’而已。教材随时代的进步、社会的需要予以

必要的调整，是正常的规律。但我国教材的调整方针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而不能相反。”（《论诗坛怪相》，载《重庆晚报》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２日）

　　　　苗得雨说：被《星星》批评的“那些作者在写那些诗时，年龄大都并不比今天一

些青年诗人老，他们诗中的精神也至今仍是‘青年’。在我们的课本中，‘青春’没有

缺席。新的‘青春’也还会入席，同样也需要教育部门和有关部门进行严选，不是随

便什么作品都可以入课本的。”“１９９９年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

大使馆，那愤怒的吼声来自全国人民，以及全世界正义的人们。对这种惊动全国全

民族全世界的大事，有的诗人和刊物表现出的冷漠，让人不解”，“有着这样的冷漠，

我想，如再出现当年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那样的事，不知还能产生像唤起人们起来战

斗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和振奋人心的《黄河大合唱》那样众多的作品来吗？那些

诗，只有那个时代的擂鼓者才能写出来。”（《也说“陈年皇历”与“滴水不沾”》，载《华

夏诗报》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号）余之思、苗得雨等坚决捍卫诗歌的思想性。

　　　　还有论者就语文教材中的新诗为什么缺少艺术性提出了看法。张执诗认为：

“我们只要稍稍留意一下现行的语文教材，从小学到大学课本中所收录的‘范文’，

便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它们太简单了。因其简单而得以流传，也因其简单而

造成了大众普遍的阅读惰性和单一的欣赏趣味。”（《我的看法》载《星星》第９期）另

一些论者则主要从诗人创作的角度寻找原因。石天河说：“莫把教材的‘贻误’看得

太严重。要知道，田头干了还有长江水，庄稼还是照样长。何必那么‘忧心忡忡’

呢？教材改革已经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了，别说中学，大学的文学理论教材，已经提

过很多回了，清风徐来而水波不兴，有什么办法？‘愁痕满地无人省’！诗人最好是

管住自己，把诗写好，下一代人就自然会有好诗读。‘雷起于起处’，哲学家比诗人

聪明多了。”（《雷起于起处》，载《星星》第９期）女岛说：“诗界谈论这个话题，总以旁

观者的姿态呼吁教科书承担一切责任，并用教训的口气抱怨：新诗史上的‘最重要

的’‘最壮观的’近２０多年来的‘现代诗’，‘在教材中给断代了，隔奶了’；甚至有人

非常非常谦虚地说：‘《新中国五十年诗选》选了六七百位诗人的１０００多首佳作，

我敢说，从中胡乱抽一叠来替换现行语文教材所选新诗，其艺术质量也不会差。’原

来这些从７０年代‘朦胧’，再经８０年代‘先锋’，最后在９０年代‘现代’的诗人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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