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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滔（土家族）

又近清明，常想起离开已 4 年的父

亲。他要是活到 2020 年，就会获得一枚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纪念章。

父亲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老师。

身材魁梧，一头乌发，脸上从早到晚都洋

溢着笑容。每天很早就夹着书本风风火

火出门，天黑以后又夹着一大摞作业本

回家。吃完饭，就坐在书桌旁批改作业、

备课或看书学习。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父亲的

秘密。上世纪 70 年代初，我刚进中学。一

天，放学回家，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大

人们还没下班回家，我就翻箱倒柜找吃

的。找到了一个十分精巧的小皮箱，谁知

打开一看，箱子里放了几本相册和笔记

本。相册里全是父亲参加人民解放军和

志愿军时的照片。有父亲和战友的合影，

也有父亲英姿勃勃的个人照。笔记本里，

贴满了父亲在各种刊物发表的一首首诗

歌，并注明了创作时间和写某首诗时的

环境及心情。

我朦朦胧胧意识到父亲还有一段光

荣历史。从此，只要一放学回家，我就会

偷偷翻看这些照片，诵读那些诗歌。我慢

慢了解到，父亲 1931 年 8 月出生在湘乡

县（现为湘乡市）一个小山村。1949 年 9

月，刚满 18 岁的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被分配到 45 军 401 团当了一名宣

传员。父亲一参军，就投入到了紧张激烈

的战斗，随部队日夜兼程，风餐露宿进军

广西，追击南逃的白崇禧部队。1950 年 2

月，父亲所在的团和友军在广西打了一

个大胜仗。通过两天激战，全歼敌军近

7000 人，活捉敌 17 兵团司令刘嘉树及所

属将官 7 人，将广西境内的国民党残部全

部歼灭。由于父亲有高中文化，工作非常

积极，不久就由团宣传队调到了师文工

团担任创作员。

1952 年，入朝之前，野战军部队进行

了整编。父亲所在的 45 军 133 师和 134 师

调入 46 军，44 军的 130 师和 131 师 391 团

与 45 军合编成一个军。两军整编后组成

了新的 54 军。1953 年 1 月，新组建的部队

还没来得及休整，就马不停蹄地奔赴了

朝鲜前线。

作为朝鲜战场上的一名文艺兵，不

管行军多么累，条件多么艰苦，父亲一到

驻地就在墙上写标语、画漫画、排练文艺

节目或站在公路边、山脚下，打着竹板鼓

舞士气。一有时间，父亲就写日记和诗

歌。在朝鲜战场，父亲先后创作了《和平

列车》组诗 6 首、《战斗空隙》《重建家园》

《人民战士回家乡》《女兵吟》《我该不该

把你叫醒》《我的心又飞到了朝鲜》等几

十首诗歌。作品先后入选《全国一九五七

年诗歌选》《志愿军诗歌 100 首》《萌芽》

《星星》专辑，为此父亲多次立功受奖，被

誉为军旅诗人。

我无法揣摩到父亲当时参加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心情，更无法想象在烽火

连天的战场，在阴暗潮湿的坑道，父亲是

如何用手中的笔进行诗歌创作的。但是

父亲创作的每一首诗，都成为我心中一

面鲜艳的旗帜。其中很多首都让我难以

忘怀，至今还可以全文背诵。

其中一首诗名为《我该不该把你叫

醒》：

夜，又浓又深，

风，又急又紧，

松涛在屋外呼啸

我的心比夜更深沉。

我一次次走到阿妈妮炕前，

像第一次离开母亲。

今夜我就要回国

阿妈妮！我该不该把你叫醒？

在她梦中的记忆里，

还流着战争的泪痕，

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前线牺牲，

她把我当做最亲的亲人。

给她把水缸挑满，

给她把大衣盖紧，

还像往日出发那样，

轻轻地走出房门。

那她还会天天在门外守望，

还会酿好米酒等我回村。

阿妈妮啊！阿妈妮，

我到底该不该把你叫醒？

这 首 诗 创 作 于 1955 年 4 月 朝 鲜 永

兴。当时，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部队在

前沿阵地一边坚守防御，一边帮助朝鲜

人民重建家园。文工队已撤编，父亲就要

告别军营。临行前，父亲去和一位朝鲜大

娘惜别。当时两人依依不舍，难舍难分。

一回到驻地，父亲饱含热泪，一气呵成写

下了这首抒情诗。这首诗经《萌芽》1957

年 11 期发表，各大报纸杂志竞相转载，轰

动一时，万人传颂。

也许就是从偷读到父亲的诗歌起，

我 便 暗 暗 立 志 要 像 父 亲 那 样 做 一 名 诗

人。我高中一毕业，就下到一个十分偏远

贫困的公社当了一名知青。尽管条件艰

苦，每天劳动腰酸背痛，但每晚在昏暗的

煤油灯下，我坚持看书学习，坚持学写

诗，白天写，晚上写。参加工作后，我不抽

烟、不喝酒。一有时间就去新华书店、图

书馆买书、借书。我迷上了创作，它让我

体验到了无比的欢欣和快乐。我从内心

深处感谢父亲给了我取之不竭的创作动

力和精神源泉。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 年 4 月，我创

作的第一首诗《故乡的小河》终于在报刊

发表。2003 年 3 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了我第一本诗集《湘西诗情》。2020 年 1

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第二本

诗集《湘西诗笺》。我也成为了湖南省作

协会员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

我从一名普普通通的职工，被推荐上了

大学，转了干，入了党，还担任了县委副

书记，后又调省委机关工作。

父亲，我真的要感谢你！你虽然离开

了我，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金银珠宝，但你

留给我的一首首诗歌，已成为我心中的

一座丰碑，成为激励我不断前行的磅礴

力量。

父亲的诗

父辈的旗帜
——我身边老共产党员的青春年华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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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

乘 着 绵 长 的 春 风 与 美 好 的 诗 歌 ，缅 怀 一

朵“ 永 不 熄 灭 的 精 神 火 焰 ”—— 诗 人 彭 燕 郊 。

3 月 28 日，由湖南省作协、湘潭大学校友会主

办 的“ 彭 燕 郊 诞 辰 百 年 纪 念 暨 诗 学 研 讨 会 ”

在 毛 泽 东 文 学 院 召 开 。50 多 位 文 艺 界 领 导 和

专 家 学 者 诗 人 出 席 了 研 讨 会 。彭 燕 郊 先 生 的

女 儿 、广 东 文 艺 职 业 学 院 设 计 与 工 艺 美 术 学

院 院 长 张 丹 丹 教 授 ，将 彭 燕 郊 的 部 分 书 籍 与

文学资料捐赠给湖南省作协湖南现当代文学

馆。

这 次 纪 念 暨 诗 学 研 讨 会 ，与 去 年 年 底 在

北 京 ，由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馆 、湖 南 省 文 联 、湖 南

省 作 协 、《诗 刊》社 共 同 主 办 的“ 彭 燕 郊 诞 辰

百 年 纪 念 座 谈 会 ”交 相 呼 应 。与 会 者 深 情 回

忆 彭 燕 郊 先 生 的 音 容 笑 貌 ，深 入 探 究 他 的 诗

歌 价 值 和 美 学 精 神 ，高 度 评 价 他 创 造 了 独 特

的“ 独 木 成 林 ”的 诗 歌 现 象 、文 学 现 象 、美 学

现 象 ，评 价 他 是 中 国 新 诗 中“ 诗 、人 一 体 的 一

代 宗 师 ”，是 中 国 现 当 代 文 学 史 的 宝 贵 财 富 。

由 龚 旭 东 和 易 彬 选 编 的《风 前 大 树 ：彭 燕 郊

诞 辰 百 年 纪 念 集》（西 苑 出 版 社 出 版）、易 彬

与 陈 以 敏 整 理 的《彭 燕 郊 陈 耀 球 往 来 书 信

集》（百 花 洲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也 在 纪 念 会 上

首发。

彭 燕 郊 1920 年 9 月 出 生 于 福 建 莆 田 ，10

多 岁 时 离 开 家 乡 参 加 新 四 军 ，在 严 酷 与 苦 难

中 淬 炼 成 颇 有 影 响 的“ 七 月 派 ”诗 人 。他 1939

年 开 始 发 表 作 品 ，诗 歌 创 作 跨 越 了 中 国 新 诗

发 展 最 重 要 的 几 个 时 期 ，在 诗 歌 创 作 和 研

究 、编 辑 出 版 、民 间 文 学 、文 化 教 育 等 诸 多 方

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2008 年 3 月 31 日，彭燕郊在长沙去世，享

年 88 岁 。他 是 老 一 辈 中 国 诗 人 中 艺 术 创 造 力

最 旺 盛 、艺 术 开 拓 性 最 强 劲 的 诗 人 之 一 ，被

誉 为“ 一 朵 永 不 熄 灭 的 诗 歌 火 焰 、精 神 火

焰 ”。他 策 划 组 织 出 版 的《诗 苑 译 林》《犀 牛》

《现 代 散 文 诗 译 丛》《散 文 译 丛》等 丛 书 和 大

型 诗 歌 文 化 杂 志《世 界 诗 坛》《现 代 世 界 诗

坛》等 等 ，继 往 开 来 ，对 当 代 中 国 诗 歌 和 文 学

艺 术 的 发 展 产 生 了 巨 大 而 深 远 的 影 响 。彭 燕

郊 在 湖 南 的 58 年 里 ，播 下 了 诗 歌 的 种 子 、美

的 种 子 ，极 大 地 影 响 了 几 代 湖 湘 文 化 人 和 文

学 创 作 者 ，提 升 了 湖 南 诗 歌 和 文 学“ 湘 军 ”的

品 位 与 境 界 ，被 评 论 家 誉 为“ 中 国 新 诗 的 南

岳”。

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和长沙毛泽东文学

院 举 行 的 两 次 彭 燕 郊 百 年 诞 辰 纪 念 研 讨 会 ，

标 志 着 彭 燕 郊 研 究 进 入 了 一 个 新 起 点 。正 如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馆 副 馆 长 李 洱 所 说, 彭 燕 郊 不

仅 属 于 湖 南 ，也 属 于 中 国 ，属 于 人 类 ，属 于 未

来。

3 月 31 日 ，是彭燕郊先生去世的日子 。湘

江 周 刊 摘 发 两 次 纪 念 研 讨 会 的 部 分 专 家 发

言 ，以 纪 念 这 位 为 中 国 诗 歌 文 化 和 湖 南 文 学

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诗人。

像我这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写

作的人，特别受益于彭燕郊先生的出版工作，

他 所 筹 划 、主 编 的 那 几 套 外 国 诗 歌 丛 书 和 刊

物，我手中几乎都是全的。《诗苑译林》丛书是

总结性的，把新诗史上重要的外国译诗都梳理

了一遍。《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译介的主

要是现代诗人，介绍比较新的外国诗歌，对当

代诗歌的影响更大。彭燕郊先生主编的这些刊

物和丛书改变了当代诗人对外国诗歌的整体

视野，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及后来的当代诗歌

写作，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对彭燕郊先生，我

们都应该心怀感激。

对彭燕郊先生，我们都应该心怀感激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西渡

在我心目中，彭燕郊先生是中国自有新诗

以来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每年我都会在研究

生有关现代诗学的课程上讨论和讲授彭先生的

诗。每次都会有学生说，这么优秀的一个诗人，

怎么此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始终觉得彭先生

是被我们新诗史严重低估的诗人。

彭燕郊漫长的写作生涯长达 70 年。他具有

一种惊人的把现实变成想象的诗的能力（我称

之为“幻视”），他的诗的声音是节制的、更为有

力的声音。在彭先生写得最好的一些诗里，我们

可以感觉那种探索，那种出于智慧对自己使用

的语言和形式的不确定性，这似乎也成了他诗

的艺术本身的一部分。

彭先生在晚期写作中展现出了新的艺术形

态，“以思考代替抒情”，让思想有了诗性的音乐

化了的形式，即思想和音乐相交响的艺术形式。

它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散文诗文体的一种创新形

式，表现“思想”丰富的可能性，呈现像诗一样又

与诗有所不同，甚至是更多变的某种音乐的旋

律性的可能，打破了诗体上形式的束缚，这也是

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彭先生作为罕见的诗人

的地位会越来越变得清晰起来。诗人与思想家

成了同路人，同一类人，他们都用语言写作，都

思考人类所面对的处境和人的精神生活。他们

间的差异，只在于使用的文体有所不同。

他是被新诗史严重低估的诗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太胜

我脑子里浮现出了当年在湘潭大学和彭燕

郊老师在一起的一些情景。

彭老师当时给我的一个印象，是他令人惊讶的

艺术修养。在湘潭大学，彭燕郊老师一个人就给我

带来了一个丰满的美学环境。在彭燕郊老师身上，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散发着一种优雅的美学光辉。在

我的心目中，他是个美学家。他不仅给我们讲诗歌

欣赏课，讲民间文学，还给我们做艺术欣赏讲座，晚

上在阶梯教室里给我们开唱片欣赏会，带着我们进

入古典音乐的环境里去。我喜欢美术，他会经常同

我单独聊一些中外画家的故事……

而他写的诗，其实就是一个美学的森林，他

很多诗写的是其他的艺术门类，他以诗的语言

把我们带入到了另一个艺术门类的审美的、欣

赏的深度中。后来我到北大哲学系读美学专业

研究生，可以说和彭燕郊老师在湘大这几年对

我的熏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彭燕郊先生近七十年漫长的诗歌创作过

程，丰富的阅历，造就了一个难得的文学景观，

我称之为“独树成林”。这不仅仅是一个诗歌景

观，因为彭燕郊老师不仅是诗人，也是学者，是

民间文学收集者、研究者，是教育家，是收藏家，

是具有广泛艺术爱好的人，所以他是一个“独树

成林”的美学现象，只有这样去理解，才能看到

彭燕郊先生的丰满。

在他的诗歌中间，在他与全国老、中、青三

代诗人的书信来往中，都充满着他的思考，不断

地怀疑，不断地诘问，就像屈原一样不断地在

“天问”。他的《混沌初开》其实就是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写的《天问》。这种直到耄耋衰年、直到生

命终结，都旺盛保持的怀疑的精神、思考的气

质，是彭燕郊先生身上最可贵的一种品质。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个美学家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王鲁湘

彭燕郊与诗歌不离不弃，始终保持着旺盛

的诗情和创造力，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无论是

就创作时间跨度之长，还是就创作的不断求新

求变而言，彭燕郊都是一个奇迹。他的诗歌充满

了一种自由的精神，充满了对现代性的追求。

80 年代中期以后，他特别重视“诗与思”的

关系，强调从“抒情”到“思考”的转换。在古稀之

年写出了对自我进行反思、具有精神突围意义

的长篇散文诗《混沌初开》，将炽烈的情感、空灵

的意象与理性的思考融为一炉，创造了一种险

中求胜的艺术范式，晚年的彭燕郊宝刀不老，依

然保持着旺盛诗情和创造力。

他提出“要有胆量写不像诗的诗”，要有勇

气写不像人们观念中久已习惯了的那种诗，这

是对诗的内在精神的肯定与尊重，体现了彭燕

郊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求新求变的

精神。彭燕郊的诗学理论主张，是彭燕郊对中国

新诗理论的重要贡献。

彭燕郊是一个奇迹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吴思敬

基于全面的文献搜集而编选作家作品集，

是作家作品经典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

节。比较完备的彭燕郊文集或全集的编选，是未

来一段时间亟待进行的工作。这无疑是一项艰

巨的、也可能是长期的任务。

很多年前，同时代人牛汉曾赞誉彭燕郊为

“默默者存”。学人李振声也曾谈到：“燕郊先生

的诗，尤其是他晚近的诗作，始终维系在一个很

高的精神高度上。我虽不便说，它们的存在，是

如何在不时地提示和警醒着人们远离那些足以

致使人类精神矮化的种种场景和事物，但我心

里清楚，它们的存在，是怎样在延缓着我个人精

神生活的退化和萎缩的。”这些关于形象、精神

与写作的声音显示了彭燕郊评价可能达到的高

度。相信随着时间的推进，更多文献、特别是比

较完备的作品全集的出版，会有更多批评者的

加入，会打开更大的研究空间，而彭燕郊的重要

性终将得到更为全面的显现。

默默者存
长沙理工大学教授 易彬

彭燕郊先生有着倔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品 格 ，他 平 生 坎 坷 曲 折 、历 尽 沧 桑 ，却 一 直 挺

直腰板行走大地。先生的创造力长盛不衰，艺

术境界不断超越，思想高度和深度不断超拔和

拓展。先生是为诗而生的，他自青年时代开始

诗歌创作，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曲折，不管职业

如何改变，他始终是个诗人，一个不断浴火重

生的诗人。先生的诗歌浓缩了近百年中国知识

分子个人和民族的苦难、道义和尊严，表达了

一个知识分子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生命本质

的深刻体认，对人之现代性的痛切思考，对诗

歌艺术信念的忠贞不渝。

先生对诗怀着宗教般的虔诚，他这“宗教”

的教义便是爱和美。先生笃信诗能够滋润和救

赎人，让这世界更美好，这是先生对中国古老

诗教传统的继承和赓续。先生是诗、人一体的

一代宗师，他创作了饱含爱和美的诗，而这些

诗也使他成为爱和美的精魂。

彭 燕 郊 先 生 是 中 国 现 当 代 文 学 史 上 的 宝

贵财富，他的文学贡献重要而独特，他对中国

诗歌的影响至深至远，他深刻地影响了一批后

辈诗人，特别是一批湖南诗人的成长。学界对

彭燕郊先生的研究尚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先生

的诗歌经验尚待进一步开掘。

他的文学贡献重要而独特
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王跃文

彭燕郊是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意义才

越来越凸显的那一类诗人，像酒，越陈越香，越往

后才越能品出味道。彭燕郊身上体现出非常纯粹

的诗人的品质。他跟时代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对时

代有发现、有洞见。他有他自己的定力和坚持，有

很强大的自我和独特的精神心理结构与艺术追

求，特别是在写作的后期。他身上体现了一位诗

人和一位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他有自己的精

神立场和操守，这一点非常重要。作为“五四之子”

的彭燕郊，应该作为理解彭燕郊的一个起点。

在这样的基础上，彭燕郊的文本形成了一

个非常宽阔、丰富的艺术世界。他的创作有现实

主义的成分，也有现代主义的成分，两者更多时

候是交融混合的；他有面向外部世界、改造社

会、跟庞然大物搏斗的“战士”的一面，也有很沉

潜、逍遥、自然、日常的一面；在美学风格上他有

很异质性、充满紧张感、与“深渊”的对峙、对“恶之

花”的书写，也有很冲淡、平和、朴质的作品……他

的体量很大、变化很多，是一位综合性的诗人。他

是通过拒绝时代而表达时代，通过审视时代而克

服时代的诗人。他的诗具有超越性、生长性，也是

能够与当前的时代产生关联、互动的。所以，对彭

燕郊的研究还有非常广阔的空间，的确还只是一

个开始。

彭燕郊：拒绝时代而表达时代
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王士强

中国诗歌史上真正具有精神史诗意义和超

越意义的诗作不多，屈原《离骚》算一部，陶渊明

《饮酒》和阮籍《感怀》各算半个；然后是鲁迅的

《野草》，然后是彭燕郊的长篇散文诗《混沌初

开》。以鲁迅的《野草》为标高，站到新诗百年的

宏大空间里才可以看到，彭燕郊《混沌初开》是

鲁迅《野草》之后中国新诗最伟大的作品。这一

传统的发展是曾经中断的，彭燕郊是站在 20 世

纪末中国新诗史的高度上，站在世界诗歌的全

局中，来回应 20 世纪初的鲁迅《野草》传统，创

作这个作品的。因此，也只有在世界诗歌的全局

及新诗百年的大系统中，才能真正看出这部伟

大作品的价值、意义和启示性。

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氛围里，彭

燕郊都选择了相对边缘的一种人生和艺术位

置。他对主流主题内容的边缘化、个性化表达，

是一种自觉选择。这种追求与坚持，让他获得了

相对独立的思考空间和与众不同、甚至不合时

宜的美学风格。也正是这种追求，让他获得了对

同时代人的超越。

他获得了对同时代人的超越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龚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