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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年年春春天天，，诗诗人人海海子子都都会会以以不不同同形形式式在在人人们们心心中中““复复活活””，，他他的的长长短短诗诗被被人人集集体体朗朗诵诵；；他他位位于于
皖皖南南的的家家乡乡查查湾湾村村，，也也经经常常迎迎来来纪纪念念的的人人群群；；甚甚至至他他最最为为人人关关注注的的自自杀杀始始末末，，也也一一再再被被讨讨论论分分析析。。
这这是是一一个个被被神神话话的的诗诗人人形形象象，，带带着着上上世世纪纪8800年年代代自自由由叛叛逆逆的的精精神神而而来来，，又又在在呼呼啸啸而而过过的的列列车车中中与与
那那个个时时代代告告别别。。在在离离开开海海子子的的第第2299个个春春天天，，他他的的诗诗歌歌出出现现在在课课本本、、朋朋友友圈圈、、诗诗歌歌会会…………海海子子在在春春天天
的的归归来来，，总总在在提提醒醒着着那那个个曾曾经经属属于于诗诗歌歌的的年年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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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海子 一个时代的神话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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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一个诗
人最好的方式是读他的诗，3月25
日，正处于海子的生日（1964年3月
24日）与忌日（1989年3月26日）中间
一天，济南的二十多位诗歌爱好者
聚集在山东书城，参加“念想海子”
诗歌朗诵雅集，他们轮流上台朗诵
海子诗歌，用自己的声音纪念着这
个早逝的传奇诗人。

这些天，线上线下都在举办
海子的纪念活动，微信公众号“明
白App”策划了名为“失去海子的
春天”的线上活动，6万多人观看直
播，“悼念海子”的微信群里短短

几天就聚起了700多个人，他们在
群里贴出写给海子的诗，分享朗
诵海子诗的音频。在海子逝去的
第二十九年，他的作品和人生经
历仍在被广泛热议，从未有哪个
诗人如他一般在特定的日子里被
集体怀念。

虽然生前落寞不被认可，逝去
后的海子却成了一个神话般的存
在。在走访海子家乡的时候，学者
程广云发现，崇敬海子的人每年春
天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在海子墓前，
将纪念海子变成不可阻挡的趋势。

“海子代表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他的诗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焕
发出内在的生命力，这一点他自己
没想到，诗歌界也没有想到。”山东

政法学院教授、诗人赵林云是海子
诗歌的喜爱者，他还曾到德令哈参
加海子青年诗歌节活动，跟海子的
家人至今仍有交往。从2013年开始，
赵林云开始在济南举办纪念海子
的活动，每年将喜欢海子的人聚在
一起读海子、念海子、颂海子。

从1984年的《亚洲铜》到1989年
的《春天，十个海子》，年轻的海子
创作了近200万字的诗歌、诗剧、小
说，尽管其中有些并不完整，却并
不影响这些诗歌被反复传诵。

“不管是对生命、对存在和对
文化的深度思考，还是天才的想
象、迸发出的激情，对历史深处的
回望，都让海子的诗歌散发着独特
的魅力，这也是他的诗至今还受到

不同年龄段的人喜欢的原因。”赵
林云说，我们至今还怀念海子，其
实是因为我们对诗歌和文学的热
爱在他身上找到了对应。

与海子、骆一禾并称为“北大
三诗人”的西川曾在文章《怀念》中
预言：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
个时代的神话之一。这个预言应验
了，海子在诗歌界早已成了神话般
的存在。“在网络没有发达的年代，
海子的诗大热，不仅因为他的文
本，他的行为本身也推动了诗的传
播。”济南市文联党组书记刘溪认
为，作为诗歌发展线上的一个标志
性人物，纪念海子也有利于推动诗
歌在今天的普及，也能推动新的诗
歌形式往前发展。

>>追忆当年 诗歌的黄金岁月
海子活跃的上世纪80年代属

于诗歌。彼时，“文革”十年动乱刚
刚结束，伴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
思想在禁锢了多年之后，重新焕
发生机，这是一个属于文学的时
代。诗歌作为最能直接表达人们
感情和思想的载体，成为这股文
学热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几乎每
一所大学都成立了诗社，以至于
后来有人回忆这段时期时，经常
会提到上世纪80年代是理想主义
的，那是一个不读诗无以言的时
代。而带着叛逆精神的朦胧诗打
破了传统创作原则，很快成为新
诗的代表。

以食指、北岛、舒婷、顾城等
为代表的朦胧诗人运用隐喻、象
征、意象等艺术表现手法，给人以
独特的审美感受，强调自我意识
和自我价值，注重对人性和人道

主义的呼唤和自我情感的抒发，
这种对过去的反抗精神鼓舞了更
多人投入到诗歌的创作中。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朦胧诗的出现，是现代诗在建国
以后的一次重新复苏，海子就是
后朦胧诗时代出现的，他是属于
农业社会的诗人，生长在农村查
湾，所以诗中总是充满麦地、太
阳、村庄、山楂树这些意象。”刘溪
说。

将上世纪80年代诗歌热推向
高潮的是一次“大展”，1986年10月

《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联
合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
大展，发表了64个流派、100多位诗
人的作品。这场诗歌盛宴使一大
批新生代青年诗人登上诗坛圣
殿，诗歌开始走向多元和分化。

许多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

诗人都觉得，那是诗歌的黄金时
代。在赵林云的回忆里，那时人人
都写诗，“我在1978、1979年开始接
触新诗，1980年开始写诗，1985年开
始发表诗歌，大学时虽然学了医学
专业，又改行自学考了山东师范大
学的研究生，人生经历跟诗歌的发
展脉络基本一致。”他认为，上世纪
80年代初诗歌承载了思想解放的
任务，像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
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当时甚至起到思想宣言的作用。

“所有上世纪80年代的人都有
文学情结，那时理想主义盛行，我们
私下里都会写诗，我对北岛的诗比
较感兴趣，正好西方诗人艾略特、李
尔特的诗都流行到国内，我们传阅
后吃惊不已，原来诗竟然还可以这
么写。”刘溪至今记得当时的那种激
动。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袁忠岳回
忆，上世纪80年代商品潮还没有
兴起，人们刚刚从禁锢的思想中
解放出来，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和此前千篇一律的政治化诗歌
不同，出现了真正能表达自己内
心的诗，海子就是其中一个，他写
自己的爱、孤独、伤感，让看到的
人眼前一亮。那个年代判断诗的
价值标准也可以多种多样，所以
可谓诗歌最好的时代。”

回望上世纪80年代，海子是一
个标志性符号，被人称作“中国最
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海子在
1989年3月卧轨自杀，预示着这一时
代精神的结束。也正因如此，他被
更多的人记住，似乎纪念他，就是
纪念那个自由理想、纯粹质朴的美
好时代，纪念我们曾经拥有的诗
意。

>>反观时下 诗歌正以多形态呈现
在海子之后的诗歌界又出现

了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第三代
诗人”。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
国社会的剧烈转型，诗歌渐渐不
再拥有话语权。当旧的诗歌辉煌
早已过去，属于诗歌的全新时代
却并未到来。许多人感叹，在商业
大潮的席卷冲击下，对文学精神
的崇高追求变得世俗物化，对历
史和人性的深刻反思都退位于肤
浅碎片的娱乐狂欢，在这样的语
境下谈诗实属小众，甚至会像海
子一样孤独。因为优秀的诗人和
为人传唱的诗歌作品渐渐销声匿
迹，甚至写作教育都在“除诗歌

外，文体不限”。
赵林云认为，现在优秀的

诗歌精品很少，但仍有很多优
秀的诗人在坚持写作，“没有了
8 0年代思想解放的作用，有人
说诗歌回归到了自身应有的状
态，市场经济不仅冲击了诗歌，
随着娱乐形式日渐多样，文学
也渐渐被边缘化，其中诗歌又
是和市场结合最不紧密的，所
以导致诗人要靠诗歌生存是不
现实的。”

“现在好诗的确少，而且人们
对诗歌的阅读并不专业和专注，
例如对海子诗歌理解的不同，也

暴露出我们在诗歌教育上的缺
失，我们是一个诗歌国度，但除了
背诵名诗，对古诗中的艺术精神
和内涵领会并不多，例如济南这
个城市，我们对李清照和辛弃疾
的诗歌教育普及也是不够的。我
们的关注点转向了功利性的商业
市场，浅薄的、风行一时的艺术
上，而不再停留在诗歌上。”赵林
云说，“但诗歌仍是文学艺术上的
一颗明珠，我们希望在小说、文
学、摄影中寻找到诗意，这说明诗
歌还是最集中的体现艺术本质的
东西，所以诗歌一直存在并没有
消亡。”

刘溪认为，造成现在诗歌不
为人关注，还有一个原因是诗歌
爱好者和诗人是有差距的，“诗歌
当随时代而变化，例如现在的口
语诗从抒情转向了叙事，诗人讲
究先锋性和前卫性，但这一点没
有得到爱好者的认可。从古代到
现代，我们的生活方式正由诗向
散文转变，过去的田园状态已被
现代化肢解，感觉诗的环境不在
了，不如音乐、电影一般为年轻人
喜爱，其实一些流行音乐也称得
上是当代的诗歌，所以它不是消
亡了，而是以多形态的方式呈现
出来。”

海子在昌平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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