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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有一
大批年轻人热衷于诗歌，那时几乎
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年
华东师大夏雨诗社成立，创办诗刊
《夏雨岛》，李其纲、宋琳、徐芳等诗
人都出自这里，此外诗社还集结了
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于奎潮、张
黎明、郑洁、王晓丹、旺秀才丹等人，
他们或是诗社社员，或在诗刊发表
作品，或参与诗社的各种活动。有学
者认为，华东师大夏雨诗社和复旦
大学的复旦诗社、吉林大学赤子心
诗社在当时大学生诗社中影响最
大，诗人最多。

诗人宋琳 %"&"年从闽东到上
海报到途中，在杂志上读到舒婷《四

月的黄昏》，当场被优美的文字震撼，于是把
这首诗背了下来。入校后，他发现 &&级的赵
丽宏等师兄已经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
在校园的创作气氛耳濡目染下，几乎每个
班级都有文学积极分子，许多同学都在写
诗。于是，创立华东师大诗社的想法自然而
生。经过一场“人声鼎沸”的赛诗会，夏雨诗
社和诗刊《夏雨岛》于 %"'$年诞生了，宋琳
是首届社长，李其纲担任诗刊第一任主编。
在其后的 %%年，一批批青年学子在夏

雨诗社的创作经过《夏雨岛》的刊发在高校
间流传。文学并不专属于中文系，夏雨诗社
的社员来自中文系、外语系、教育系、政教
系、化学系甚至国际金融系。“当时诗歌就
是我们的生活，是朋友的圈子，是生活的状
态。写诗，大家也并没有想着发表或是被肯
定，诗歌只是作为生活的一个多向度存
在。”'&级化学系的刘波回忆道。
浓郁的文学氛围在校园里弥漫，除了

诗会和诗刊，校园各个角落的海报栏、宿舍
和教室的壁刊及墙报，让人可以随时随地
读到诗和小说，有学生们的原创作品，也有
海子、北岛、顾城、舒婷等诗人的作品。宋琳
认为，上世纪 '(年代的大学精英汇聚藏龙
卧虎，大学生们在校园里模拟法庭、举办选
举、研究墨子思想中的经济学，诗歌作为那
个时代的文化核心不仅是一些先驱思想的
表达，也是学子们的内心需要。

一度暂歇的华东师范大学夏雨诗社“复活”，
诗会盛况再引热议———

上周末，华东师范大学夏
雨诗社成立30周年诗会在华
东师大中山北路校区举行，中
文系大三学生殷文辛作为新夏
雨诗社的社长从当年的首任社
长诗人宋琳手中接过社旗。从
“60后”到“90后”，上世纪80
年代入校的诗社成员和如今的
在校大学生同台朗诵，用一首
首滚烫的诗篇向青春致敬。

而这不仅是一场诗人的聚
会和诗歌的盛会，活动在校内
校外还掀起了一场讨论———在
这个缺乏诗意的时代，当物质
财富被许多人认为是衡量价值
的单一标准，诗歌是否还被需
要，精神家园何处安家？

! ! ! !从宋琳的手中接过夏雨
诗社的社旗，完成了跨越 )(

年的交接，新一代的大学生是
否能继承文脉，发扬精神？“谁
不为夏雨诗社当年的解散感
到惋惜，那就是没良心；但谁
想要把当年的夏雨诗社恢复，
那就是没脑子。”在殷文辛看
来，时代不同，诗社曾经的盛
况已不可能再现，大学生社团
新夏雨诗社应该更加走向学
术化和专业化。
实际上，新夏雨诗社的前

身是成立于 $(('年华师大研
究生创办的杜衡社，等到殷文
辛进校参加社团招新的时候，
杜衡社几乎“落魄”到了没有社
员也没有社长的地步，“所以我
大一一进社就当上了正社长。”
现在，新夏雨诗社已有 *&个成
员，拥有一个学术沙龙，每年举
行 +次诗会，每 $,)周组织小
范围上一次有关诗歌的社课。

没有了往日的油印诗刊，
当下的大学生们通过人人网、
微博、邮件交流诗作，尽管形式
不同，但校园内外的交流并没
有停止。“现在，复旦大学、上海
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 *

所高校都有自己的诗社，我们
还成立了上海高校诗歌联盟，
彼此也会参与对方组织的活
动，”殷文辛说，“诗社内部的氛
围更好，我们还会点着营地灯，
就着昏黄的灯光围坐在一起朗
诵诗歌。”
校园之外，文坛中的青年

诗人逐渐崭露头角。在日前举
行的上海诗词学会第六次会员
代表大会上，新任的 &-位理事
中有十几位年龄在 .(岁以下
的青年诗词才俊。学会会长褚
水敖告诉记者，近年来，上海诗
词学会会员数量尤其是中青年
会员数量大幅增加，平均年龄
明显降低。年轻诗人的作品，有

时稚嫩，有时惊艳。上海作协副
主席、《上海文学》社长赵丽宏
举例说，一向以刊发名家作品
为主的《上海文学》曾破格发表
了一组年轻女诗人张沁茹的作
品，虽然在此之前她还从未发
表过作品，但他和编辑读了之
后都非常欣赏。

+(('年汶川大地震后，有
一次诗歌的热潮，赵丽宏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诗歌能够比较快
地抒发感情，当时被大家认识
的一批年轻人写的诗不错，但
要真正在艺术上成为一个有成
就的诗人，可能还需要更长时
间的积累，慢慢被更多的读者
认识。“我经常读到年轻人的诗
歌。年轻人的诗歌都是自说自
话的，有些跟自己的生活比较
接近，比较朴实，用生活的语言
在写作，有些完全是写心里的
幻想、念头，写得比较空灵、缥
缈，甚至让人看不懂。”

! ! ! !在夏雨诗会期间举行的
“诗的本源”研讨会上，与会嘉
宾也提出对当下诗人生存状况
的隐忧。在诗社鼎盛时期，复旦
诗社的《诗耕地》在 %"'+年就
发行了 '万册，《夏雨岛》等诗
刊也是一抢而空，诗人在那个
时代被视作智慧和魅力的代
表。而在记者采访褚水敖时，他
正好收到了一家报纸寄来的稿
费，一组四首七律，%+( 元稿
费。这还是对于褚水敖这样的
名家，对方也是一家大报，依此
推断，诗人作品的稿费之低可
见一斑。
“今天的诗歌是有些寂寞

的。当年几乎一个班的人，人
人读诗写诗，而现在的大学
生，包括中文系的学生，有多
少还喜欢诗而不是沉溺于流
行歌曲或者电子游戏？”一位
嘉宾在研讨会上提出疑问，他
认为尽管寄托感情的方式越
来越多，也不应该忽略诗歌这
一重要的方式。
不过，社会认可度不如昔

日，稿酬收入微薄并没有影响
少数诗人们的创作热情。褚水
敖任主编的《上海诗词》杂志不
发稿费，但一期来稿有几千封。
据统计，目前全国各地官方和
民间的古体诗词社团数量已近

)(((个，诗词作者超过百万，
公开和内部发行的诗词报刊已
达上千种。诗人陈东东认为：
“现在的文化是视听文化，但没
有取代文字文化。古代的诗人
是文人，现在的诗人却可能是
编辑、广告者、装置艺术家等其
他身份，但他们同时在诗歌和
其他领域发挥才能。”
“诗歌是不会灭亡的。”赵

丽宏说：“只要人们心里还有对
美好、幸福、梦想的追求，诗歌
总是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总
是会有年轻人会喜欢。每个人
都是诗人，每个人心里都有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要表达。”

! ! ! !华东师大 +((+级广播电视编
导专业的张胜毕业后和同学创办了
自己的影视公司，工作之余，他拾起
搁置多年的摄像机，走近夏雨诗社
为社员们拍摄一部纪录片。张胜发
现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都已经不再
写诗，但无论何种职业和身份，诗意
影响终身。“二十多个诗人的访谈，
最远的在美国达拉斯，也许很难重
现和还原他们当年的激情时光，但
是他们的文字魅力和个性深深地感
染着我。”张胜说，“他们洒脱的人生
态度让我的心态变得更宽了，原本
枯燥的生活也变得充满了诗意。”
诗人王晓丹上世纪 "(年代赴美结婚、

生子，已是 .个孩子的母亲。抚养孩子期
间，她已经多年没有写诗。但是，诗意从来
没有离开过，让她变得更敏感更热爱生活。
“鸟儿飞过、花儿绽放的声音仿佛都能够感
知到，每天生活中静下心来就会被一些美
好触动，这时候我就会写诗。”
大学毕业后，刘波当过教师、企业高

管，虽已不再是校园诗社意义上的诗人，但
他认为诗歌的印记已经深深烙下。“诗歌让
人回归真实和真理。”刘波认为诗歌是一种
内在自我修炼的提升，能够甩掉很多包袱
拥有一个纯净的自己，进入自由和无需任何
装饰的状态。面对权利、地位、身份和成败，
如果能够以诗人的方式对待周遭的一切并
看待人生，将能够进入自由平静的状态。
分众传媒副总裁、华东师大 '&级中文

系钱倩描述夏雨诗社最后一任社长江南
春：“他在后来更漫长的岁月中展现了一个
诗人所隐藏的另外的才华：那就是专注与
敏锐。当你看到他诗歌的时候，可以想见这
个孤独的年轻人曾经多么刻苦地要达到他
所达到的最深刻与感人的境界；而他成为
商人时，也同样地执著与努力……”

! ! ! !华东师大校友会副秘书长查建
渝是 &"级中文系的学生，毕业留校
执教后在美国生活多年。生活在国
外，看着身边用的穿的越来越多“中
国制造”，反而令查建渝思考“中国
制造在全球形成了品牌符号，但泱
泱大国却缺乏历史精神的积淀，何
时才能有来自中国的现代精神文化
能够影响海外？”他参与筹办此次诗
会，不仅希望夏雨文脉能够传承，更
希望为这些问题找到解答。
那个用诗歌真诚地打动女孩的

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学生们摇摇头
说现在还是“高富帅”最吃香。虽然
诗歌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将不会消失，但
随着诗歌被边缘化，在校内校外都已经逐
渐成为少数人的“游戏”，当年诗歌承载的
人文自我反思、对尊严的尊重、对美和真的
追求等功能也将成为小众。'(级的郑洁在
夏雨诗社的纪念文集中写道：“如今，整个
社会的快节奏使得人们跟着一种惯性走，
一方面，每个人似乎忙于积累个人财富，重
于保护物质获取的途径；另一方面，在看似
强化了个性发展的同时，作为群体人却集
体在远程目标和心灵家园之间顾此失彼。”
中国现代思想家马一浮说：诗是如迷

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
诗是麻木迷失之后的清醒，又是浑浑噩噩
之中的灵机，是跌倒困顿的心灵的重建尊
严，也是久病的生命的自我复苏。没有诗的
现代人，是否生命久病不苏，活得没有灵
性，也没有尊严？

校园外青年诗人崭露头角

诗歌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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