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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流沙河诗集》集中体现了作者诗作的审美特色: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空间感;古典的

韵味与民歌的情调,形式的端整复沓与内容的朴实浅白;深邃的哲理意味和率直的情感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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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沙河是当代诗人 、诗论家,著有诗集《农村夜曲》 、《告别火星》 、《流沙河诗集》 、《游踪》 、《故

园别》,诗歌评论集《台湾诗人 12家》 、《隔海说诗》 、《十二象》, 以及小说 、回忆录等 。《流沙河诗

集》是其代表作, 获中国作协第一届( 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诗集)一等奖。80年代中期以

后,其诗作渐少 。在此,我们试图对流沙河诗歌的审美特色作一些探索。

一 、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空间感

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应把个人的情感熔铸到社会生活中去,与当时

人民普遍的感情(情绪)相连结,才能使诗歌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所以艾青说:“生活实践是诗人在

经验世界里的扩展, 诗人必须在生活实践里汲取创作的源泉……将全部的情感都在生活里发酵 、

酝酿,才能从心的最深处,流出无比芬芳浓烈的美酒。”①

流沙河开始大量的诗歌创作,是在我国解放初期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 。诗人表现

时代生活面貌, 抒发自己投身新社会革命洪流的情绪, 有他独特的表现方法,他不是孤立 、单纯地

作横断面的反映 、抒情,而常常是把反映对象和抒情主体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在过去,现在和

未来的历史联系中, 在横的方面拓展所表现的对象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又从纵的

方面进行历史的深思和开掘深化, 表现出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现实的不倦揭橥,以及对未来积

极执着的追求。所以,他的诗在反映社会生活个体现象的完整性中, 就具有了一种历史的纵深

感,给人以高度的清晰性 、广阔性和深刻性的审美感受。《寄黄河》是一首政治抒情诗,这首诗带

有早期诗歌创作的明显不足,过多而直白的议论影响了整首诗的意境和抒情氛围。但诗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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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事件,却自觉地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 把久远的历史和未来的明天

联结起来,表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责任, 在历史的深度中显示了对未来的呼唤和追求, 因而

具有一种引人深入地认识现实和思考的艺术力量,富有空间的广阔感 。

诗人善于从历史的回顾和在现实的方向上塑造主体的诗歌形象,让读者在欣赏活动的再创

造中既不违背形象的客观性, 又不停止在对对象的外形感受上,而是在诗歌意境的熏染下, 循着

诗人塑造形象所唤起的激情,发挥联想和想象,主动地去补充 、扩展, 从而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

产生深刻而持久的美的感受。在诗人复出后的诗歌创作中,由于有 22年的对历史的反思及对生

活的重新思索和认识 。所以,他的诗往往体现着一种韧性 、力度的美 。他写张志新烈士,不写她

为唤醒人们而振臂陈词, 而是“选择最佳一点”来“创造一种意境”②, 在诸多“声”的背景中突出了

“只有她无声”。“刑场一片慌乱的脚步声/周围拥挤的嘈杂声/凶手的喝骂声/镣铐声/口令声/枪

声”( 《只有她无声》) 。句式逐渐缩短,节奏增快,造成一种紧张感, 最后“枪声”真如迸发,它像卷

入狭谷的狂风, 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整首诗低昂沉重但不使人消极, 在历史的思索中有不倦的追

求,在内心的绞痛中又隐含着深沉的期待和告诫。《老人与海》在写那个可敬的老人 “到海里来

游泳”的种种融洽场面时,诗人又回头一笔:“那时候他和上千万的同志一起/无端地被抛入黑色

的苦海/ ……/在这生死关头/站出来了成千成万的爱国公民” 。这个历史的顾盼, 使诗歌出现了

纵深,而在审视历史和描写现实中又透发着诗人厚重的理性思索,由此, 历史和现实的艺术间的

接连就为特定的赞美对象塑造了一尊立体雕象。

二 、古典的韵味与民歌的情调,形式的端整复沓与内容的朴实浅白

流沙河的诗作在意境的创造 、题材的选择 、语言的表达以致艺术手法的运用上, 既可看到古

典诗词的痕迹, 又可体味到民歌的情调 。

诗人善于在诗中既用民歌的复沓铺叙,又运用叠词重言这种古典诗词常用来烘托意境 、增强

感情 、美化声律的手法,使诗歌在自由中见端整,疏散中见紧凑, 有一种韵致 、简捷的美。可以说,

诗人在把两者结合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这些诗有着摄人心魄的内在聚合力,读来使人在亲切的

情味中融入到一种美的境界中去 。《艾》 、《情诗一束》《壁灯自叹》 、《书魂入我梦》等句式短长条

畅,节奏明快,在平凡 、细小的生活事件中拓出奇境,表现深广不平凡的主题,有民歌 、民谣的易于

上口 、浅白谐趣的特点;《理想》、《妻颂》等几乎全用对仗写成,显得古朴严整 。《我们走进怀仁

堂》 、《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等则较注意运用铺叙重言的句式来体现诗人的感情流动 。而《归来》

更是大量运用民歌的复沓铺叙和古诗常用的叠词重言来加强归来时的那种久别回故里(尤其是

在22年的磨难后)的激动 、不知所措的情绪,诗人通过一连串的反诘感叹,交织着 22年的酸楚以

及“归来”时的余悸 、喜悦 、感伤,复杂奔跃的感情配合着自然的音节构成了诗歌内在的节奏和旋

律。紧接着,诗人又表示了对这个现实的怀疑,在前面一系列回忆的铺叙中,又提出疑问,映衬了

心灵受创之深。这种表现手法与晏几道《鹧鸪天》“今霄剩把银缸照, 犹恐相逢是梦中” 、杜甫《羌

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乍见翻疑梦, 相悲各问年”等有异曲

同工之妙 。

如果说前面这些诗主要还是用铺叙重言的形式来烘托情绪的话,那么, 《明天我们就要到深

山去了》 、《四季歌》、《梅花恋》 、《一张糊墙的报纸》等则是用了既似民歌的复沓又如古诗词兴赋的

手法来渲染意境 。诗人也较经常地运用同一个意思的不同句式,构成诗意的回环往复;《太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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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层层递进的铺叙与深沉的感兴相结合,使诗句复迭往还, 也使诗意螺旋上升;《新的与旧的》顶

针层递;《重逢》音韵连绵,有音乐主旋律般的回肠荡气 。

流沙河还常常在诗中描绘一幅幅画面,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发挥联想去

补充诗的内容。他继承我国诗歌里借物抒情 、托物言志等手法, 注意在意象创造中追求清晰的感

知效果,以表现形象中的思想 。《四季歌》用寥寥数笔就把春天的活力 、夏天的劳作与节奏 、秋天

收获的忙碌与喜悦以及冬天的情致描画出来了;《草木篇》、《草木新篇》 、《草木余篇》则是诗人的

“写意画”,浸蕴着诗人“积淀”的情感经验和审美感受;而《告别火星》 、《太阳》的各节,用写实的方

式超越时空,就像中国长轴画中的散点透视和“三远”(高远 、深远 、平远)并行,返射着晋人理性观

照的余辉 。

流沙河平反后的诗歌除仍保持古典韵味和民歌情调并在创作上更趋成熟外, 还常在诗中用

一些“典故” 、历史名词等,而这些“典故” 、“名词”又往往是诗人生活经验和认识的“凝结”,使人警

醒。像《草木新篇》中的《虞美人》 、《梧桐》等, 既用典但不露痕迹, 又很好地表现了新的思想和情

感;《八点半》结语:“桃李无言, 下自成蹊”,把全诗的内容主题凝缩到这句成语上了;《故园九咏·

我家》尾句:“贫贱夫妻百事哀”则是从元慎怀念妻子的组诗《遣悲怀》中信手拈来, 恰到好处地

“遣”出了诗人的悲怀③。在诗中融入历史掌故 、名词, 不仅加强 、丰富了诗的容量,而且赋予诗歌

凝重感,在历史的联系中体现出时代精神,更见警策,能起到深化意境的作用。

三 、深邃的哲理意味和率直的情感抒发

流沙河的诗具有一种历史主人翁的襟怀和眼界,诗人对生活有深刻的感受和理解,渗透着他

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和积极进取的热情 。所以,他的诗既是他内心真情的自然流露,也是他对生

活真实感受的抑制不住的咏唱和抒发, 而诗人在抒自己之情中又隐含着深刻的哲理,使读者在情

感的波动中进行哲学的思考。

流沙河的诗歌往往闪烁着理性的光辉。诗人善于选择并抓住现实生活中富有特征的现象进

行典型概括,追寻着作品的哲理感,从而创造出具有生活普遍必然本质的艺术形象, 赋予诗歌以

理趣的美 。这样,他的诗就有了较大的思想意义和较深的认识价值。但这种思想意义和认识价

值,诗人不是通过概念性的说教传达给读者, 而是以富有描写性和形象感的诗句以及体现着作者

鲜明的感情态度的议论去感染 、启迪读者的。“一株三百年的槐树, 春天里又披上了新绿。一个

明代末年的暴君,在枝柯上选择了末路”(《景山一槐树》) ,似乎是不经意地向读者叙说一个故事,

然而作者有意识地把两者对比,则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孩子会走路了》又像是把日常生活所

见断片随手抛给读者,但由于渗入了作者的人生思考, 所以依然诱发我们深思诗中隐含的深意 。

1957年,诗人因《草木篇》而罹罪, 被打成右派, 诗人的生活也发生了转折。因此, 复出后的

诗人发表了不少追抚往昔创痛的诗篇, 然而, “活着从远方回来”的诗人, 还不曾丢失那颗对生活

挚热追求的纯洁之心,他并不总是在凭吊自己已逝的“昨夜”,而是在抚慰创痛的同时进行历史的

反思和“明天”的瞻望,于是有了《带血的啼鹃》和《哭》。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诗人终于从自

己心坎里唱出了《孤立颂》 、《妻颂》 、《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等交织着诗人激情和冷静思考的颂

歌。“我爱你胜过当初的虔诚”,这个内心表白,既是诗人感情的真挚抒发, 也是诗人经过深刻思

考后对生活重新理解的结果。它是诗人觉醒的选择, 是诗人在科学与迷信之间剔除了非科学的

粉饰颂祷后,从历史的痛苦思索中升腾起的对真理的渴求。 (下转第 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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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法制。反腐败 、治理会计信息失

真的关键在于法制 。立法要充分, 执法要坚

决 、果断。在立法方面,首先, 还需尽快制定公

务员法 、行政公开法 、监督法等,对公职人员的

行为 、财产状况 、行政行为等进行完全的法律

监督 。修改后的《会计法》增加了对负责人的

法律责任。但也应在有关法律中增加一些具

体的可操作性的条文,以加强对单位负责人违

规活动的法律约束 。对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的

人和事,要依据法律给予重罚 。其次, 对有关

规定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行为的法律加以完

备,细化其规定, 增强完备性 、科学性 、严密性

和可操作性。同时, 要严格执法, 严厉打击贪

污 、行贿 、受贿等犯罪分子,才能使有这些动机

的人望而却步。

二是加强监督。在其位不谋其政, 人民不

答应 。失去监督的权力, 必然产生腐败 。为了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审计署起草了《县

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

规定实施细则》和《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

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实施细

则》,这不仅是审计工作的创新,也是对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干部监督制度的完善和补

充。此外,要加大“收支两条线” 、“费改税”等

体制改革的力度, 使过于集中的权力得以约

束, 使原有的漏洞得以堵塞。还要加大社会舆

论新闻媒体的监督,以及执法监督和群众检举

揭发监督等方面的力度 。

从会计从业人员自身方面着眼,当前必须

强化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和管理。会计

信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通用商业语言,作

为会计领域来说, 我国加入 WTO 后必须遵守

的基本原则是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这就

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严峻的

形势和紧迫的任务,会计从业人员当务之急是

要迅速提高自身整体职业素质,除要加强业务

建设外,还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职业道德建

设。同时,要把会计改革国际化和中国特色相

结合,逐步建立起单位所有者独立管理为主 、

政府监督和行业自律管理相结合的会计人员

管理体制 。

【责任编辑:赵小华, 林利藩】

(上接第 77页)

　　对于“给我们人间一切动力”的太阳(《太阳》) ,诗人也站在宇宙的高度,从哲学的角度作了重

新的审美判断。诗的情思笃诚 、坦率 、凝重,又有对历史曲折的反思和现实社会责任的思索,使诗

极具空间的广度性和深度性 。因此,虽然笼罩着诗人沉重的人生经验, 却闪烁着时代哲理的光

辉,每一个从十年动乱中过来的人都会由此联想无穷, 并得到哲理的启发。

流沙河不少诗出言真率, 语见警策,却有时缺乏必要的形象与蕴藉, 感情过分外露冲淡了诗

的韵味;有些诗立意虽好,但写事实,缺乏“言有尽而意无穷”(刘熙载语)的“味外味”(司空图 、严

羽语) ;还有些诗偏于诙谐幽默 、沉郁伤感而减弱了诗的讥刺和讽喻作用。但总的来说,流沙河的

诗对现实作了严肃剖析, 体现出对美与光明的热切追求,对正直品格的歌颂,善于托物言志,既有

古典诗韵又有民歌情调, 显示出深沉庄重 、集中而深远的艺术境界。

注　释:
①　艾青:《诗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185

-186页。

②　参阅吴嘉:《谈诗的构思》 , 载《〈未名诗人〉———

〈诗刊〉刊授版》 1984 年第 1期。

③　熊光炯:《太阳在流沙上闪烁》 , 《诗探索》 1982 年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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