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1月 24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刘小雷 编辑 张海龙

穿过一首诗去读余秀华

我们只读诗歌，不讨论脑瘫好吗？

针对余秀华及其诗歌突然走红的现象，记者近日联系了甘肃本土

数位评论家、学者、作家，现将他们的观点辑录于此。

马步升（作家、文学评论家）：这么多年，诗歌界通过一个个“事件”

让许多诗人广为人知，可惜的是，人们只知道他们是诗人，对他们的诗

并无多少了解，更让他们难堪的是，人们往往知道的是他们写得并不

好的几首诗。 如此一来，作为事件主角的诗人倒是有名了，但非好名，

还由此遮蔽了他们那些本来写得不错的作品；同时，被遮蔽的还有很

多写出了好诗的诗人，因为没有加入某种诗歌事件，他们的人和诗，也

处在被忽视、被冷落的状态。这其实不是良性的诗歌生态，其中没有受

益者，包括那些被炒红的诗人，而最大的受损者是当下的诗坛集体。写

诗本来是一桩高尚的精神活动，而在这些事件中，诗歌和诗人成了娱

乐的主角。 余秀华有幸或不幸又成为新的一宗诗歌事件的当事人。 说

其有幸，是因为她由此被更多的人知晓，说其不幸，人们知道她的顺序

是颠倒的：由农妇，到脑瘫，再到诗人。一个诗人的走红，诗歌因素被放

在最后，这是当事人的悲哀，也是整个诗坛的悲哀。 客观地说，余秀华

的诗还是不错的，她至少是一个忠于自己心灵，并热爱诗歌的诗人，但

不能因此说，她的诗歌水准就一定达到了让人们如此关注的程度。

徐兆寿（作家、学者）：余秀华在微信时代红了，正如网络时代的痞

子蔡一样。她被诗刊编辑刘年发现，然后在人大进行了造星活动，最后

在微信上疯传她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首极具大众传播性质

的诗歌使她突破精英诗人圈和小众传播圈，走向大众。它再一次证明，

诗歌也有很大的传播效应，只是这诗歌是否具有传播特点。 当然必须

指出，余秀华的这首诗仍然具有很强的粗暴性，而这正是生命力的另

一种表现。她还具有“脑瘫诗人”、“农民诗人”等标签，这使她具有了传

奇性。 在我看来，一切都是机缘巧合，水到渠成。 这因此也被认为是消

费了诗人、消费了苦难。 有人担心她以后的命运，想让她回归农民诗

人，回归土地，回归渺小的命运，而她极力想打破命运的束缚。 其实，我

以为这都是她应得的命运。 至于她以后还能否写出令大众满意的诗

歌，那也是命运。 为什么那样苛求她呢？

尔雅（作家）：我最近读到余秀华的诗歌。 尖锐，极度敏感，新鲜的

词汇，可谓宏大的想象力。 她横空出世，让寂寞的诗坛变得热闹，也让

那些活在标签和拼凑中的诗人们羞愧。 然后是遍地的口水。 她满足了

大部分诗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 那些表示同情、 安慰的词语空洞、虚

伪，散发出强烈的自恋气味，就像是因此可以增加自己的才华。 只读诗

歌，不要讨论脑瘫好吗？ 正如衣冠不能增加智慧和见识，讨论她的疾病

不表示你的心智正常。 这是我对余秀华诗歌现象的观点。

唐翰存（文学评论家）：诗歌在这个年代太寂寞了，所以任何有关

诗歌的热点都会让我高兴，尽管我知道小丑和天才都能闹出新闻。 在

我的记忆中，有三个人让诗歌在社会上走红。 少年时遇上“汪国真现

象”，少男少女为之青春荡漾。后来看到“梨花体”，觉得那么白痴。再就

是现在这个余秀华了，我是最近在微信上看到她写诗走红的盛况。

这次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因为余秀华真的写得好。 半夜刷微信看

到她的诗，让我的睡意消失了百分之五十。 她的诗歌里有超拔的意象

和惊人的句式，是从生活鸡汤中自然体味出来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

睡你”，题目大胆艳俗，内容却不是俗人轻易能写出来的。 还有很重要

的一点，余秀华是一位脑瘫者。脑瘫者能创造思维和语言的奇迹，许多

人为此感到好奇。

本报记者 张海龙

猝不及防地，湖北诗人余秀华火了，读者

通过微信去阅读她，记者穿过大半个中国去采

访她。 余秀华家的小院子空前地拥挤而逼仄，

以至有人调侃：别再去了，人家家里的兔子都

快死光了。 这句话的背景是，有记者去余秀华

老家采访时，正好碰见她从兔舍里拎出两只死

了的兔子。 诸如此类的细节，不断被挖掘、被披露，一切因诗歌

而起，却在逐渐背离诗歌而去……

根据传播学中“媒介即信息”的理论，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

是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 随着媒介越来越便

捷，我们参与的方式也越来越迅速。互联网时代的“梨花体”，微

博时代的“乌青体”，其爆发与传播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可

以确定，余秀华的诗歌在短时间内迅速蹿红，与微信这一载体

有莫大的关系。 正因为此，有媒体在表述这种传播速度时用到

了一个比喻———病毒般蔓延。

现在回溯余秀华走红的路径似乎有些牵强，却依然可以捕

捉到一些蛛丝马迹。 2014 年《诗刊》9 月号，以《在打谷场上赶

鸡》为题推出了余秀华的 9 首诗歌；11 月 10 日，诗刊社官方微

信平台再度推出《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11

月 23日，微信公众平台“读首诗再睡觉”推送了余秀华诗歌《你

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12 月 15 日，余秀华去北京参加由

诗刊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最低层的人”诗歌朗诵会，

朗诵了诗歌《我养的狗，叫小巫》，诗刊社特为此次朗诵会出版

号外， 刊发了余秀华的诗歌 20 首；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刊

发了《诗里诗外余秀华》的人物专题。如果说以上这些关于余秀

华的信息以暂时而隐蔽的方式在微信上默默传递的话，2015

年 1月 13日， 旅美女性主义女学者沈睿的一篇文章将积聚的

信息点燃，文中她表示“被震动了”、“再也无法睡觉”、“觉得余

秀华是中国的艾米丽·迪肯森”， 余秀华诗歌中转发率最高的

《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和《我爱你》，也在文中进行了解读。

这时，当事人余秀华还不知道自己有这么红，在她身上与

“红”有关的事物，是穿着的红色羽绒服。但很快，这种红的热度

从线上延伸到线下，更密集的信息不断跟进。全国媒体来了，出

版商来了，当地领导来了，余秀华才知道自己真正红了。

在传播中，贴标签向来是媒介的惯用手段，简明、直接、易

记，这些年出现过“中国的×××”、“美女作家”、“打工诗人”，

这种“形容词 + 名词”的命名话语，往往让大众记住了修饰语

而忘记了中心词。对余秀华，我们看到媒介加诸她的标签有“中

国的艾米丽·迪肯森”、“农民诗人”、“脑瘫诗人”，虽然她都不知

道艾米丽·迪肯森是何方神圣，虽然她不否认自己“农民”、“脑

瘫”的事实，但在标签之下，受众更愿意相信一种符号化了的

“过度真实”，余秀华诗人的身份隐退了。众声喧哗中，又有多少

人真正穿过余秀华的一首诗去读她？ 对诗歌本身而言，不得不

说这是一种粗暴的遮蔽。

比起舆论的喧腾，余秀华显得冷静而克制，她在博客上写

了这样的话：“现在关注我的人多了，说我诗歌好的有，说不好

的有，这都没用（有）关系，我只能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写这些分

行的句子，是诗也好，不是也罢，不过如此。 我身份的顺序是这

样的：女人，农民，诗人。这个顺序永远不会变，但是如果你们这

（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

关于余秀华诗歌事件最新的进展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各自将在今年 2月初推出余秀华的诗集，分

别是《月光落在左手上》和《摇摇晃晃的人间》。

你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

◎余秀华

春天的时候，我举出花朵，火焰，悬崖上的树冠

但是雨里依然有寂寞的呼声，钝器般捶打在向晚的云朵

总是来不及爱，就已经深陷。 你的名字被我咬出血

却没有打开幽暗的封印

那些轻省的部分让我停留：美人蕉，黑蝴蝶，水里的倒影

我说：你好，你们好。 请接受我躬身一鞠的爱

但是我一直没有被迷惑，从来没有

如同河流，在最深的夜里也知道明天的去向

但是最后我依旧无法原谅自己，把你保留得如此完整

那些假象你还是不知道的好啊

需要多少人间灰尘才能掩盖住一个女子

血肉模糊却依然发出光芒的情意

余秀华 女，生于 1976 年，湖北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人。

因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脑瘫，高中毕业后赋闲在家。 2015

年初，她因《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等诗歌引发广泛关注。

贾平凹《老生》

蝉联《当代》年度最佳长篇小说

被公认为“现实感最强”的纯文学

刊物《当代》22 日迎来创刊 35 周年纪

念。铁凝、王蒙、刘心武、贾平凹、王海鸰

等 35位作者获得“《当代》荣誉作家”称

号。在当天同时进行的《当代》长篇小说

(2014)年度奖评选中，贾平凹以《老生》

蝉联年度最佳长篇小说。

创刊于 1979年的《当代》 共出版

《当代》 220� 期，《当代增刊》20� 期，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66�期， 发表作品

近 6000 部 / 篇，其中 8 部获得中国长

篇小说最高奖项之一的茅盾文学奖，占

茅盾文学奖获奖总数的三分之一。 35

位作家获评“《当代》荣誉作家”，他们是

郑义、古华、柯云路、王朔、王刚、刘心

武、张炜、蒋子龙、冯骥才、莫怀戚、邓

贤、王跃文、王蒙、陈桂棣、春桃、铁凝、

麦家、阿来、阎真、路遥、贾平凹、王海

鸰、徐贵祥、王树增、李国文、胡平、张胜

友、赵瑜、严歌苓、宁肯、杨志军、董立

勃、邓一光、陈忠实(以首次在《当代》发

表作品为序)。

此外，以“零奖金，全透明”的评奖

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的“《当代》长篇小

说年度论坛”22日同时举行。 本次论坛

共评选出“《当代》长篇小说(2014)年度

奖”5 名，分别为贾平凹的《老生》、徐则

臣的《耶路撒冷》、杨绛《洗澡之后》、阎

真《活着之上》、 严歌苓的《妈阁是座

城》，其得票最多的《老生》当选年度最

佳小说。这是贾平凹继去年《带灯》之后

再次获得“最佳”。

本次获奖作品均经现场投票选出。

据活动主办方人民文学《当代》杂志社

介绍，本次参选作品由各省作协、出版

社、杂志社自荐，媒体读书版推荐，也有

相当一部分来自读者提名， 均为 2014

年正式发表、出版的长篇小说。

据《深圳商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拟推国家数字复合出版试点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下发

《关于申报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

应用试点单位的通知》， 拟在各新闻出

版单位中遴选“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

工程应用试点单位”。

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将开创“科

学策划、协同采编、多重标引、多元发

布、互动服务”的新型出版业态，推动传

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

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其内容

可概括为“一系列标准规范、六大技术

体系、三套系列装备、六类应用示范”，

即制定基础、数据、方法等七类工程标

准；构建选题策划与协同采编、结构化

加工制作等六大技术体系； 研制图书、

报纸、期刊三类不同出版类型的系列化

装备；开展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少儿出

版等六类不同类型的出版领域的应用

示范。《通知》指出，各新闻出版单位的

申报材料经评审后，由总局确定应用试

点单位， 下达应用试点工作任务书，明

确应用试点的具体工作任务及补助资

金。 据《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大唐的裂变》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平丽艳）我省作家王

澄明、媒体人黎晓春合著的长篇历史巨

著《大唐的裂变》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

社正式出版发行。

《大唐的裂变》共 146万字，全书分

为《遍地狼烟》、《遍地诸侯》、《遍地天

子》、《遍地胡虏》、《华夷天下》 共五部，

以正史为主干，以野史作枝叶，通篇谋

划布局，局部虚构演义，全景式再现了

残唐五代十国从公元 882 年到公元

960年间的征战变迁。

尚书访

文化快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