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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诗群”闪耀诗坛

6月18日，来自省内外的近百名诗人、评论
家齐聚郑州，共谋“中原诗群”发展大计。

在有人戏称“读诗的比写诗的还少”的当
下，大批河南诗人异军突起，形成了强大的诗歌
群落，呈现出“群星闪耀、群峰竞秀、群龙有首”
的态势，越来越引发文坛的广泛关注。

与会的诗坛名家认为，“中原诗群”是一个重
要的诗歌群体。“五四”以来，河南诗人群星灿烂，
大家频出，已凝聚成为一支团结向上、勇于担当、
积极创新的群体。从河南诗人身上，可以感受到
对诗歌精神的坚守与诗歌艺术的探索，可以看到
中原诗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美好前景。

河南诗人享誉全国

屈指数来，中原大地曾走出了我国现当代
诗歌泰斗苏金伞，受到朱自清、艾青、臧克家等
文坛大家赞赏的青勃，一生创作了 8000余首诗
作、出版 40 余部诗集、被贺敬之赞为“人民诗
人”的王怀让等为杰出代表的老一辈诗人，他们
的成就世所公认。

如今，中老年诗人宝刀不老，众多青年诗人
从厚重的中原文化底蕴中汲取营养，笔耕不辍，
在当代诗坛打造出了具有中原特征的诗歌营垒。

从 1955年开始发表诗歌，将“以生命写诗，
诗才有生命”作为创作追求的新乡诗人王绶青
已走过了 56年的创作历程。退休后，王绶青却
迎来了创作高潮，陆续出版了三部诗集，他的诗
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诗歌的精髓，散发着浓郁
的民族气息。在一首短诗里，他写道：心要像纸
一样净/身要像笔一样直/天下“人”字最难写，
写好“人”字才是诗……

无论白发还是红颜，河南诗人都有一颗不
老的诗心。

眼下，国内以古稀之年仍活跃于诗歌网络
论坛的诗人唯有李清联。这个居住在古城洛阳
一隅的老诗人，经常和少男少女一起快乐地跳
着街舞，雪白的头发宛若一朵盛开的雪莲，让人
从他身上感受到强烈的诗意。

在洛阳文学界，有“工人诗人”之誉的李
清联很受拥戴，他热心提携年轻诗人。年逾
七旬的李清联不但创作精力旺盛，还像年轻
人一样上网聊天、写作。童心不泯的李清联
自取网名“阳光老男孩”，诗如其名，他的作品
无论是说理还是抒情，大都阳光灿烂，充满童
真，诙谐生动，贴近生活，读来倍感亲切。他
在《倒退着走路的人》一诗中写道：倒退着走
路的人/倒退着前进……

1999 年 11 月 12 日，诗人马新朝十年磨一
剑，数易其稿，终于敲定了以黄河为题材的1800
行的现代史诗《幻河》。

《幻河》获得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被誉为
是新诗写黄河的一座高峰。评论家陈超说：

“《幻河》是我迄今看到的写黄河的最好作品。
我尤其是欣赏它对语言的细微的把握。”骆寒超
认为，新诗百年来，还没有产生与黄河相匹配的
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幻河》的价值会逐渐
显现。《幻河》以它的复杂性、深刻性、探索性、现
代性以及个人性来抚摸我们民族的根和人的命
运。李霞评价说，《幻河》是一部当代诗经，是一
部史记新版，是一部音乐大典，是一部神话传
说，是一部哲学著作。

河南还有大批诗人创作古体诗词。省诗词
学会会长林从龙的诗词儒雅可品；河南大学、郑
州大学兼职教授张国臣博士创作了大量嵩山诗

词，其作风格豪放，富有哲思；诗人王国钦长期
致力于格律诗的创新和研究，其作《度词·春风
着意》被格律诗界传为佳作。

廖华歌、蓝蓝、申爱萍、赵炜炜、杜涯、扶桑、
康丽、萍子、齐红霞、吴小妮、琳子、一地雪、丛
菊、申艳、贺红、我在这儿等一大批河南女诗人，
用她们色彩瑰丽的诗作，为中原文学天空涂抹
了一层亮色。

近年来，我省散文诗创作队伍日益壮大，刘
德亮、蓝蓝、冯杰、艺辛、申艳、王猛仁、毅剑、李俊
功等河南诗人在散文诗领域颇受关注，河南散文
诗的发展耀眼夺目，成为诗坛的一道亮丽风景。

我省散文诗评论家王幅明 1987 年出版的
《中外著名散文诗欣赏》是全国首部散文诗鉴赏
读物，已多次重印，影响了一代文学青年。近几
年，王幅明主编了《中国散文诗90年》、《河，是时
间的故乡——河南散文诗选》等著作，成为中国
散文诗史册中的宝贵文献，他的散文诗理论代表
作《美丽的混血儿》中的观点也被广泛引用。

从 2001年起，我省另一位散文诗大家王剑
冰每年选编出版一部散文诗年选，被认为是全
国具有广泛影响的两部年选之一。

青年方阵生机无限

有人说当下诗歌已死，《诗刊》等纸媒订数
大跌，出版的诗集只有诗人才会去买，诗歌似乎
在年轻人中失去了光芒。

与这种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原大地
上的诗歌活动却开展得颇有声色，大批中青年
诗人活跃在诗坛上，承上启下，代不乏人。

近年来，在网络上，河南青年诗人异常活
跃，他们开设博客，创办了诗先锋、中原诗歌、大
河风、短歌行等众多诗歌论坛。洛阳诗人朱怀
金不但开办了“汉诗公社”诗歌论坛，2006年还
组织了全省首届网络诗歌高峰论坛。

1986 年 3 月，在邙山脚下的郑州黄河游览

区，30余位河南老中青诗人第一次吹响集结号，
举行首届黄河诗会。此后，黄河诗会连续成功
举办了 16届，构成了国内诗坛独有的风景，成
为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国著名诗歌品牌，《诗刊》
曾作了专门评介。

2008年夏季，几位 80后诗人在中原青年诗
歌论坛上提议，组织一次笔会，很快就一呼百
应。当年8月2日，十几位诗人从中原各地齐聚
焦作，自发举办了首届中原青年诗会。

这次看似偶然的相聚，此后却一发而不可
收。如今，中原青年诗会已连续举办了四年，人
气越来越旺。四年虽然短暂，却是珍贵的坚持，
显示出诗歌在中原青年群体中的鲜活生命力。

诗歌刊物不景气，是眼下国内文学界具有
共性的无奈现实。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大河》诗
刊出版 20期后，曾经于 1992年 3月停刊。2009
年 6月，荣获过省政府诗歌奖的诗人高旭旺克
服重重困难，恢复了这份在省内外读者中具有
广泛影响的诗歌刊物。

获得过全省第五届文艺成果奖一等奖、省
第六届“五四”文艺奖中唯一的一部诗歌奖的诗
人杨炳麟，坚持诗歌创作 20多年，已创作诗歌
1000余首，一次就推出了3本诗集。去年，身为
民营企业家的杨炳麟还创办了诗刊《河南诗
人》，打造出又一个诗歌纸媒平台。

现在全国具有公开刊号的市级文学刊物已
寥若晨星，洛阳市的《牡丹》、开封市的《东京文
学》却是个例外，两家杂志的诗歌栏目一直办得
很有特色。

1991年，平顶山常在一起煮酒论诗的诗人
森子、海因、罗羽、老船、冯新伟等，创办了一本
粗糙的复印本民间诗刊《阵地》，寓意坚守人类
的精神高地，置身汉诗写作的前沿。

次年，几位骨干诗人因生活所迫到南方去谋
生，《阵地》是否还继续办下去？森子和海因为此
彻夜长谈，最后决定：越是困难，越要办下去！

20年来，《阵地》出刊十期，出版《阵地诗丛》
十本，不仅荟萃了国内大批优秀的先锋诗人，形

成了“阵地诗群”，印刷和装帧设计也有了长足
进步，还推出了网络版，被称为国内最前卫的民
间诗刊。《阵地》真实地记录了 1990年代以来新
诗写作的脉络和演化过程，“阵地诗群”在抒情
与叙事领域的探索受到众多评论家关注。

河南诗人从不故步自封，青年诗人勇于探
索，显示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审美趣味和生活历
练，创作日渐成熟。

1985年，青年诗人孔令更、郎毛从兰考县东
坝头出发，一路风餐露宿，历时一年多徒步考察
黄河。翌年，他们又从兰考出发徒步走到黄河
入海口。此后，省会青年诗人马新朝随队采访
洛阳黄河漂流队的黄漂壮举，濮阳青年诗人丛
小桦多次考察黄河和长城，这些活动为他们的
诗歌创作铸就了生活的根基。

《河南日报》2006年 4月 3日刊发的张鲜明
的诗《移民忙种树，确保渠首青》，被认为“开创
了中国新闻史上用诗歌写新闻的先河”。河南
青年诗人西屿 2007年入选中国 80后实力作家
排行榜，魔头贝贝因其长诗《起诉书》等而享誉
网络诗歌界，李霞发起网络优秀诗歌评选活动，
整理出年度汉语诗歌资料《汉诗观止》，产生了
巨大反响。

诗歌群落遍布中原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各地纷纷成立诗社，编
印诗刊，举办诗会，逐步形成了区域诗歌群落。

省会郑州是全省的诗歌中心，开封被誉为
“河南现代诗歌的摇篮”，洛阳“河洛诗群”已存
在多年。这三座古都产生和集中了大批优秀诗
人，诗歌活动丰富多彩。

信阳的诗歌创作崛起于上世纪 80年代初，
进入新世纪，当地诗人经过重新整合，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信阳诗歌方阵”，涌现出田君、扶桑、温
青、胡晓靖、李庆华、赵玉丽等大批青年诗人。出
版专著14部、荣获河南省政府奖的“大别山情歌
王子”陈有才与诗风豁达、厚重，出版专著 3部，
先后 35次获奖的陈峻峰，并称为信阳诗坛“二
陈”。铁哥、老英在野、小马过河、茶客、丛菊等诗
人，则构成了息县“大息地诗群”。

在王绶青、李洪程两位前辈引领
下，新乡诗人结成了一个壮观的群
体。王斯平、刘德亮、吴斗勤、冯杰等
新乡诗人都出版了多部诗集，他们的
作品各有千秋，像刘德亮的理性，王斯
平的怀旧，吴斗勤的清新生动，冯杰的
质朴淳厚……

拥有“文学宛军”的南阳也是我省
的诗歌大市，当地活跃着以诗歌主将
梁庭华、张华中与康桥、阎中、李国印、
霍楠囡、孙琳、邵世民、刘志刚、阿北等
中青年诗人及申艳、贺红、韩冰等女诗
人为代表的庞大诗歌创作群体，诗歌
创作相当活跃，当地诗人王韵华先后
组织了5届“西峡诗会”，柳亚刀创办了

“短歌行”诗歌论坛。

在我省县级市舞钢，已出现诗歌创作者100
多人。当地诗人们成立了舞钢诗社，创办了诗
刊《柏风》，注册了舞钢诗词歌赋网络论坛，举办
了“舞钢诗会”，舞钢市主要党政领导也非常喜
爱诗歌创作。舞钢不但拥有现代诗歌创作群
体，也有古诗词创作群体、老年诗歌创作队伍，
还涌现出了众多农民诗人。

无独有偶，豫西县级小市义马也是诗人辈
出，近年来，义马诗人创办了诗歌园林网络论
坛，形成了诗歌创作群体，主要成员有20多人。

河南大学诗歌阵营、郑州大学诗歌群体、郑
州“发现诗群”、焦作延伸诗社和诗刊等，都产生
过广泛影响，推动着各地诗歌水平的提升。

诗群品牌正在凸显

中国古代诗歌，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原
诗歌。古代的河南诗人辈出，杜甫、白居易、李
贺、岑参、韩愈、李商隐、王维等大诗人，迄今仍
然在世界诗坛闪烁着绚丽的光辉。

南宋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迁
北移，中原日趋没落和边缘化，黄河岸边的诗歌
也趋于冷寂。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鼓荡，拥有悠久传统的
中原诗歌界也生机勃发，不断发展壮大。中国作
协副主席高洪波指出，近年来，河南诗歌已成为
中国诗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产生了苏金
伞、青勃、王怀让、马新朝等标志性诗人，一批优
秀青年诗人脱颖而出。河南的诗歌创作在宽广、
平静的景象中，蕴蓄着更大的潜流和能量。

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元成认为，
近 30年来是河南诗歌自“五四”以来最好的时
期。我省诗人数量可观，老中青三代同堂，各领
风骚；诗歌的质量较高，涌现出以《幻河》为代表
的力作；诗人的探索性增强，多种风格并存，既
有一批地域性诗歌写作者，也出现了一批更加
个人化的诗作者和非主流化的写作。河南诗人
显露出来的诸多元素，已成为中国诗歌多元发
展的潜在力量。

前不久，在省文联全会上，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李庚香提出，要积极打造“中原诗群”，这个倡
议得到了文艺界的积极响应。

身为诗人、评论家，李庚香认为，作为中原
作家群的重要力量，中原诗人有作为、有地位，
在全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目前，中原经济区建
设已全面展开，中原经济区建设包括诗歌创作
在内的文化建设，作为诗歌大省，河南的诗人要
形成合力，勤奋创作，努力打造富有特色的“中
原诗群”文化品牌。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7月31日晚
对外宣称，他和国会已经达成了提
升债务上限的协议，以尽快挽救市
场对美国政府偿债的信心。但这场
经过激烈争吵之后的妥协，遗留下
来的问题却远远多于解决的问题。
美国的债务危机仍未远去。

美国目前的巨额政府债务是十
多年来财政预算赤字的结果，长年
的收支赤字只能够靠政府发行债券
来融资解决，美国的国债规模只能
越积越大。1980年以来，美国已经
39次提高国债上限。由于共和党总
统通常不愿意通过提高国内税收来
降低政府债务，因此，里根时代和小
布什时代是提升国债上限最频繁的
时期，分别达到17次和7次，而民主
党人克林顿执政时期则只有4次。

经过这次债务上限调整，美国又
可以暂时确保不会发生账面上的违
约行为。但这种以新债还旧债的方
式究竟能持续多久，却十分令人生
疑。根本上的减债手段只有两种，要
么开源要么节流。对于开源，首先，
在美国的政治框架下，向老百姓增加
税收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美国普
通百姓不会轻易给政府债务埋单，尤
其是秉承“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共
和党人，一直极力反对政府通过税收
从社会抽取财富。因此，通过增发货
币获取铸币税便成为美国政府获取
收入的另外一种隐形方式。

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大约有2/3
的美元在美国本土以外流通，所以美
国经常会凭借其发行国际货币的特
权，向整个世界征收超额的铸币税。
过去接连两轮的定量宽松政策，就是
获取这种收入的重要表现形式。尽
管如此，通过发行货币所带来的收益
与美国积累的天量债务相比，仍然是
小巫见大巫，何况过度使用国际货币
特权，必然会伤害到美元的价值信
誉，打击美元的国际地位，而这又是
美国政府十分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

要负责任地解决债务问题，就只能下
决心压缩政府开支。而在美国的政府
开支中，军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则
占了三个大头，其中2010年美国军费
开支就近7000亿美元，而且还逐年攀
升，在美国不断致力于维护全球霸权
以及军工复合体是美国最强大利益集
团的背景下，指望美国减少军费开支
几乎不可能。而政府的养老和医疗开
支则是民主党的执政基石，大幅削减
这两项中的任何一项都会令奥巴马明
年的连任之路堪忧。

可见无论是增收还是减支，奥
巴马都面临着“不可能完成的使
命”，美国的财政黑洞将是一个难解
之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唯
一的办法就是借新债还旧债，任凭

“债务雪球”越滚越大。从长远来
看，如此天量的债务，美国政府究竟
能否最终实现全部偿还，其实已经
没有多少人关心，因为只要美国能
够不断通过举借新债偿还到期的旧
债，就能继续维持财政运转。就犹
如一架不断漏油的飞机，只要空中
加油机仍在给这架飞机加油，它就
能继续向前飞行。但问题的关键在
于，加油机之所以愿意不断加油，是
相信这架飞机能够支撑着飞到最后
的目的地，所有的乘客能够且最终
将会支付加油机的费用；但如果加
油机不再相信飞机能够到达目的
地，或者加油机不再相信机上的乘
客还有信誉来支付这天价的加油
费，就会终止加油，飞机就会坠毁，
先前加油的费用也无法偿还。

而在这个游戏中，事实上受损
最大的就是美国国债的海外投资
者，而中国又因为其持有规模最大
而首当其冲。一旦到了一个临界
点，即美国政府的债权人不再相信
这个举新债还旧债的游戏，美国国
债和美元信誉就会双双“崩盘”。因
此，中国必须加紧采取果断措施，为
美国未来可能到来的“大崩盘”做好
足够的应对准备。 李 巍

干净地呼吸也是幸福的标志
国 家 环 保 部 近 日 发 布 了

《2011年上半年环境保护重点城
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根据环
保部的报告，江苏省今年上半年
空气质量并不乐观。9个环境保
护重点城市有6个城市都未能达
标。这6个城市是南京、无锡、连
云港、常州、扬州、镇江。无一例
外，这六个城市都倒在“可吸入
颗粒物”这项指标上。

对一般民众而言，“可吸入颗
粒物”不太好理解。根据我国污染
防治重点，目前计入空气污染指数
的项目有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
和二氧化氮三项指标。三项指标
中有一项不达标，整体空气质量即
被判定不达标。可见，“可吸入颗
粒物”是空气污染的祸首。

城市空气质量好不好，百姓
们时时刻刻能够感觉得到。车
可以不乘，奶粉可以不喝，家具
可以不买，呼吸没办法拒绝。要
活 着 就 要 接 受“ 可 吸 入 颗 粒
物”。空气污染不像其他污染来
得那么凶恶，那么直接，然而，这
种环境问题上的无奈主义或者
叫绥靖主义，明白地说，就是百
姓对它们没有遏制能力，甚至没
有选择权利。唯一的指望是作
为公共服务的政府，能够倾力治
理污染源，消除污染因素，还百
姓一个尽可能清洁的蓝天。

当然，空气污染非一日之弊，
治理空气污染也非一日之功。城
市化进程、工业化发展，甚至全球
化经济的影响，都加剧了地球的环
境生态恶化。但我们的各级政府
在环境治理上并非一筹莫展，束手
无策。因为发展方式的推波助澜，
管理理念的姑息纵容，以人为本的
浅尝辄止，许多在人为可控范围的
污染趋势，不但得不到遏制，反而
变本加厉了。这十分令人不安。

据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包
洪新分析：今年上半年，影响南

京空气质量的因素很多，沙尘暴、
秸秆焚烧和烟花爆竹都是污染推
手。今年上半年有 13 个重污染
天，这在从前也是非常少见的，第
一个是春节6天，第二个就是秸秆
燃烧的4天，还有外来沙尘暴影响
的3天。

春节我们不谈。沙尘暴可以
归结为外来遗患。但解决秸秆焚
烧难题其实并不难。只要政府制
定对农民秸秆回收的补偿制度，或
者加大对秸秆回收机械的投入，困
扰城市空气质量的烟霾便可不战
而胜。问题是，政府部门对这种投
入产出严重不对称的“秸秆财政”
提不起一点兴趣。似乎吸几口灰
蒙蒙的脏空气，没什么大不了。

另一个说法是，工地扬尘脏了
6城市，工地扬尘是颗粒物超标的
头号元凶。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
站专家曾经做过专门的调研，发现
10克泥土经过汽车的反复碾轧，会
形成超细灰尘，飘散到空气中，至
少能污染200平方米的地方。

把城市弄成一个“大工地”，
与老天爷无关，在于我们的城市
主政者。加快城市的发展，本身
没有错，但发展要注意与环境的
协调和均衡。一味地讲速度，毫
不在意上天的惩罚，污染的恶果
还能逃得过吗？

灰霾天增多，和高楼太密集有
关；空气污染加剧，和汽车尾气排放
有关；化工气体超标，和企业环保投
入不足有关……有关的东西还可
以一一列举，但，哪一件与我们的发
展观无关？

让人民能够每一天呼吸到
清爽的空气，不是个很高的要
求。连这个都做不到，那我们殚
精竭虑、全心全意打造的现代
化，有什么意义呢？

干净地呼吸，不仅仅是活着的标
志，更是幸福地活着的标志之一。在这
个幸福圈中，你我都是一员。西 风

“被误读”的数字和“被侮辱”的智商
据报道，南京将在2014年青奥会之前更

换全市路牌，目前已更换320余块，投资98万
元，平均一块路牌花费约3000元。而南京市
共有道路7265条，需规范设置路牌30792块，
按已公布的造价，此项费用需近亿元。

如果按照南京城管局的设想和推进，3年
后的南京路牌身价几许？一亿元左右！套用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那句还冒着热气儿
的经典名言曰：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究竟总投资是近亿元还是超亿元，这都
不是问题的核心。总之，按照穷人的惯性思
维，南京此举绝对是大手笔——我们不妨把
它换算出一道道形象而逼真的生活数学题：
即或是按照读者居住的这座城市房产均价而
论，一块路牌约等于半平方米的房子，还约等
于辛辛苦苦一个月的工资。总之，我等穷人
只能是望牌兴叹。让人纠结的是，南京城管
局既果断又武断地给读者扣了一顶“误读”的
帽子！这不仅让人愤愤然，不得不说道说道。

南京城管局之所以指责读者误读源出
于他们在紧急说明中的一句坚实托词：“要

根据试点的情况来定，主要是老百姓的满意
度以及第三方审计的情况。之后才能做下
一步的路牌方案。目前无法做出预算。”“目前
无法做出预算”，这是一句很有用的话。你看，
我都没有做出预算，你民间所做出的所有预算
不都成为“误读”了吗？可是，我觉得南京城管
局的新闻发言人却犯下了顾此失彼的错误。兴
你没有方案，兴你无法做出预算，就不兴纳税人
算出你的大概投资？我们不妨也还他一顶帽
子：说我“误读”就是侮辱广大纳税人的民意。

幸亏，南京市城管局的奚晖处长在情况
说明时有这么一段“未雨绸缪”的铺垫：新路
牌的试点将征求市民意见。首批试点就完
全是为了征得老百姓的同意，看看老百姓的
反应，包括媒体的评判以及第三方审计的情
况，汇总后才能做下一步的路牌更换方案。

幸亏有赖于奚处长早早埋下的这一“伏
笔”，才使得这一形象工程“进退有余”。结
果，“老百姓一反应”，城管局就慌了；“媒体
一评判”，城管局就毛了。至于何去何从，我
们还得靠“路牌”指引呢！ 党贺喜

他们每天都吃些啥？
据报道，距离国务院“中央部

门6月要公开‘三公’经费”的大限
已超时了整整一个月，但88家单位
中仍有外交部、国务院预防腐败局
等10家无动于衷。国税总局“三
公”账单最让人咋舌的是公务接待
费，全年吃了6.6亿元，平均每天
182万元！这确实有过于宽松而趋
奢华之嫌，离“务必保持艰苦奋斗
的作风”的要求远了些。有网友
问：国税总局每天都吃些啥？

公仆们应自觉地将“三公消
费”包括公款吃喝的费用降下来，
把为国奋斗为民服务的精神提上
去，这既是上面的倡导，也是百姓
的期望。若在这一问题上总是犹
豫不决，不愿割舍一点既得利益，
无法消除公众诸如“他们每天都
吃些啥？”的疑问。吴之如 文/画

中原大地上的诗歌活动丰富多彩

我省青年诗人自发举办中原青年诗会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