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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坛寂寞，走红离不开炒作

谈起诗歌，人们总爱回忆上世
纪八十年代的诗歌盛况。彼时，“文
革”刚刚结束，人们在经历了长期
的高压后需要一个释放口，而诗歌
则是最好的表达渠道。一大批诗人
陆续登场，也诞生了给中国文坛留
下重要影响的“朦胧诗派”。“那个
时候的很多诗歌是能够给人思考
的。”房伟说，市场经济大潮到来后，
人们对文学、对诗歌的热情很快就
减退了。

然而，诗坛似乎不甘寂寞。进入
新世纪以来，诗歌经常以另外的方
式引起关注。以近几年为例，“梨花
体”、“乌青体”、“羊羔体”陆续登场，

这些诗坛的事件经网络的炒作和疯
传后，制造了一个个轰动效应，好
不热闹。“大家都不再关注诗歌本
身，而是诗歌之外的东西。”房伟
说，这些年在诗坛引起轰动的诗
人，很多都是借助新闻事件，有的
更是通过行为艺术的方式引发关
注。前几年，所谓流浪诗人曾德旷
就曾屡次通过下跪等行为艺术博
得眼球，而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人
车延高的走红，则是因为一篇名为

“徐帆”的诗作，这首诗歌因为异常
直白“不像诗歌”，而被网友戏称作

“羊羔体”。
“这次余秀华的走红也和新闻

事件有关，比如人们贴在她身上的
‘脑瘫诗人’的标签，让她看上去和
现在的主流话语相契合，有一种励
志的感觉。”房伟说，诗人不以诗歌
走红，恰恰说明了诗歌的匮乏与诗
坛的焦虑。在他看来，在当今的文
坛，诗歌是焦虑最深的，“在小说领
域，我们有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很多名家和新秀依然保持着对文坛
的影响力，但诗歌却很寂寞，很少有
经典的作品和有代表性的诗人涌现
出来。”

在房伟看来，一起起夺人眼球
的事件并不会对文学本身带来多大
的影响，“它们很快就会过去”。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

余秀华走红，
诗坛的寂寞谁懂

成名之前，余秀华的身份是女人、农民、诗人，这三种身份的组合本身就足够吸引眼球，何况 39
岁的她还是一位脑瘫患者，而她的诗歌写得也不赖。有点“标题党”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
网上走红后，余秀华的诗迅速在很多人的手机里“刷屏”，精准掌握大众阅读趣味的出版社自然不
会放过这个机会，在第一时间给她递去了合同。余秀华的两本书《摇摇晃晃的人间》、《月光落在左
手上》下个月就将出版，而网络预售也早早就开始了。

“反正就是一阵风，刮过去就走了。”余秀华如此看待自己的成名。的确，在今天的诗坛，已经有
众多诗人带着一阵风来，又很快被另一阵风刮走。“每一次诗坛引起关注，都不是因为诗歌本身，而
是事件。”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房伟说，从“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再到现在的余秀
华，几乎每一个在诗坛引发讨论的诗人，都和新闻事件有关，“这不是诗坛的幸运，而说明了诗坛的
匮乏。”

本报记者 吉祥

点赞过后，余秀华的那阵风还在刮

很显然，属于余秀华的“那阵
风”尚未刮走，在她的诗歌热逐渐冷
却后，关于她的新闻又将她置于舆
论的关注之下：本月 28 日，余秀华
当选为钟祥市作协副主席。钟祥市
作协主席蔡章田表示，这是为了确
立余秀华在当地文坛的地位。

在成名之前，余秀华只是钟祥
市石排镇横店村一名普通的农妇，
喜欢写诗，如同中国的多数诗人一
样，她不为人所知，在那个偏远的
山村，她更不被人理解。即便去
年 9 月 ， 在 诗 坛 内 颇 有 影 响 的
《诗刊》杂志刊发了一组她的诗
歌，余秀华也没有引起广泛关注。
毕竟，在当今的文坛，诗人和诗歌
早已不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荣光，
图书销售榜上早已不见了诗人的
踪影，这是一个郭敬明、张嘉佳们被
追捧的时代。

好在，现在还有网络，还有手
机。2014 年 11 月，“诗刊社”微信公
众号以“摇摇晃晃的人间——— 一位
脑瘫患者的诗”为题选发了 9 月的
这组诗歌，此条微信的阅读量很快

达到了 7 万。此后，余秀华的诗歌在
众多微信号的推送以及网友的转发
下，占据了人们的手机屏幕。旅美
作家沈睿在博文的“点赞”让余秀
华收获了一个标签式的评价：“中
国的艾米丽·狄金森”。大众不关心
艾米丽·狄金森是何许人也，倒是
余秀华那首看上去很有“标题党”
风格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击中了这个社会的兴奋点。在诗歌
已经远离大众生活多时以后，这首
诗出乎意料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
谈资。

“余秀华的走红说明诗坛的确
很寂寞。”在朋友圈的“刷屏”下，房
伟也读了一些余秀华的诗歌。他注
意到，尽管余秀华的诗歌引发了大
众的关注，但很少有文学家特别是
文学批评家对余秀华的诗歌作出解
读和评价。在文学界一片沉默的情
况下，诗人沈浩波的批评立即引起
了轩然大波。在一篇谈余秀华诗歌
和大众阅读口味的文章中，沈浩波
直白表达了对媒体打出“脑瘫诗人
余秀华”这个标签的厌恶，“这是一

种用诗人的疾病招徕伪善看客的媒
体本能。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大众
中的每个个人都具备这种恶俗的本
能。”对余秀华的诗歌，沈浩波评价
说她的语言基础不错，具备写出好
作品的能力，但对诗歌本身的浸淫
还不深，对诗歌的理解也还比较浅。
而大众的追捧在他看来，是“一场对
平庸诗歌的赞美运动”。这很快引发
沈睿的回击，但正如《新京报》评价
的那样，“严肃的文学论争从未展
开”。

争吵并不妨碍余秀华的继续走
红，她之前刊登诗歌的个人博客不
再冷清，最近更新的几篇文章阅读
量都破万，而她的诗集也即将于 2

月初由两家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如
今正在网上预售。在宣传语中，两家
出版社不约而同地打出了“中国的
艾米丽·狄金森”的标签，尽管在一
次受访时余秀华透露，她对这位美
国诗人并不熟悉。对那首很火的《穿
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余秀华也不
是特别满意，“写得并不好，我也不
知道它为什么会火起来”。

走出浮躁，诗歌需要冷静的阅读

在这波由余秀华引发的诗歌热
中，网络和微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新兴媒体对传统出版业带来
的变革力量在这起事件中更是得到
了充分体现。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
的余秀华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的
宣传语第一句便是“微信转发上百
万次”。《诗刊》副主编李少君也撰文
说，技术的兴起使得当代诗歌借助
网络、微信等新媒体的力量，进入了
一个全民写作的“草根性”时代。“余
秀华敏感地抓住了这一时代契机，
她的诗歌得益于网络的滋养，又通
过网络和新媒体得以广泛传播，余
秀华其实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作
为诗人的李少君更是指出，“爱读余
秀华，这也许是中国人真正热爱诗
歌的第一步。”

在李少君看来，在全民受教育
程度逐步提高的情况下，网络的兴
起让诗歌的传播渠道更加便利，“网
络解构了文化的垄断，使得诗歌更
加普及，蔓延至每一个偏僻角落；同
时，网络也改变了诗歌的流通发表
形式，原来以公开刊物为主渠道的
诗歌流通、发表体制，被无形中瓦解
了。只要你的诗歌特点突出，就会在
网络上迅速传播，被广泛接受。”

不过，沈浩波却有另外的看法，
他认为：诗歌是所有文体和艺术形
态中，个人心灵化程度最高的，因此
也必定离大众这个集体最遥远。对
于大众阅读趣味，李少君和沈浩波
也有相左的判断，李少君从网友对
余秀华“正面评价始终占据主流，诗
歌进入网络时代后第一次没被当成

‘恶搞’的对象”，看出了“网络文化
成熟多了，网民修养和辨别能力提
高了……当代诗歌终于开始被当代
接受了。”而沈浩波却说：“今天的大
众，是更加庸俗、功利、伪善的一
群。”

走入大众还是靠近精英，始终
是关于诗歌发展争论中较热的话
题。房伟说，这一问题在我们的邻国
日本以及德国、波兰等国家并不那
么热，因为诗歌在这些国家一直很
受推崇。2009 年，日本一位普通的
九旬老太太柴田写的诗歌曾广受追
捧。“她写出了人生况味，坎坷的身
世和感悟让人思考。”房伟说，诗歌
需要冷静的阅读，“因为它是关注内
心的，需要国民阅读趣味走出浮
躁”。

我觉得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出
奇的想象，语言的打击力量，与中国大部分女诗
人相比，余秀华的诗歌是纯粹的诗歌，是生命的
诗歌，而不是写出来的充满装饰的盛宴或家宴，
而是语言的流星雨，灿烂得你目瞪口呆，感情的
深度打中你，让你的心疼痛。

——— 学者、诗人沈睿

一个无法劳作的脑瘫患者，却有着常人莫及
的语言天才。

———《诗刊》编辑刘年

由于教育的普及，加上网络的催化剂作用，
新诗逐步草根化，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建立了一
个更扎实的基础——— 大量底层诗人甚至农民诗
人、打工诗人的出现，包括余秀华的暴热，足可说
明这一点。

———《诗刊》副主编、诗人李少君

今天的大众，是更加庸俗、功利、伪善的一
群。所以当我看到，人们(尤其是媒体)在诗人余
秀华前面，非要刻意加上“脑瘫”这个形容词，构
成“脑瘫诗人余秀华”这个词组时，我有一种深深
的厌恶感。这是一种用诗人的疾病招徕伪善看客
的媒体本能。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大众中的每
个个人都具备这种恶俗的本能。

——— 诗人沈浩波

【评说余秀华】

书书坊坊特特稿稿

《月光落在左手上》
余秀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2 月出版

《摇摇晃晃的人间》
余秀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 年 2 月出版

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说不出来，不
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
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
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
充当了一根拐杖。

——— 余秀华

【余秀华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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