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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久辛长诗《大地夯歌》研讨综述

【作者】葛琦;焦欣;薛小云

    2008年9月19日，由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延安文学杂志社、志丹县文联、志丹县公安局联合主办

的“当代诗人王久辛长诗《大地夯歌》研讨会”在延安大学举行。诗人王久辛与来自《文学报》、

《文艺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的文学评论家、作家，以及延安大学师生、延安文学界评论

家围绕诗歌的艺术特征和现实意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延安大学副校长马海平教授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说，王久辛诗歌表现出来的深沉的忧患意识、

责任意识、进取意识与延安大学的精神风貌相吻合，所以特别聘请王久辛为学校兼职教授。文学院院

长刘保忠教授在致辞中认为这次诗歌研讨会开创了文学院研究生开放式教学的新路，对于延大现当代

文学学科的教学将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研讨会中，延大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们成为会议发

言的主角。诗人、评论家、老师们形成有效互动，“王久辛诗歌现象”和“王久辛诗歌定位”成为此

次研讨的核心问题。 

    王久辛诗歌的艺术特征 

    1.审美意象的独特性及其意义 

    《中国青年报》阅读周刊主编徐虹认为，王久辛诗歌的审美意象是由音乐、情节、对话等多种历

史剧片组合而成，实现了历史的现代性拼接。《文学报》社长、主编陈歆耕认为，诗人王久辛不回避

历史的复杂性、多面性和残酷性，其创作达到了表现历史真实和营造诗的意象的高度融合。延安大学

文学研究所所长梁向阳教授认为，《大地夯歌》是诗性历史的独特表达，诗人通过对诗性历史的不断

追溯，强化诗人批判现实的声音，并通过独特的审美意象来书写历史。陕西省作协顾问、诗人曹谷溪

认为，诗人重视夯歌的作用，表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像一首雄浑悲壮的交响曲。延安大学美学研究

所所长魏久尧教授指出，《大地夯歌》体现出了新的美学观念，从生命的维度上重新审视长征，找准

了生命世界和历史的切合点，正确地表现了两者的统一。 

    2.高超的修辞手法 

    梁向阳教授认为，《大地夯歌》在创作手法上的最大特征是“大修辞”，是与情思相匹配的，形

成了和谐统一的关系，全诗是一个浑然天成的生命整体。邓伊同学认为，王久辛的修辞魅力使《大地

夯歌》达到了王国维所说的好诗的“不隔”境界。任霄同学认为，王久辛对汉语的修辞进行了长期多

方面的探索，在修辞的综合运用上尤有建树。 

    3.“绘画美”的艺术特征 

    延安大学文学院马海娟副教授认为，王久辛诗歌与西方印象派绘画有一定的关联，表现出一种绘

画性对文学的渗透。葛琦同学认为《大地夯歌》虽然用的是诗歌的言说形式，却表现出浓郁的画意，

且不失厚重的意蕴，深沉的气韵。在解读时完全可以用谢赫的品画艺术的标准“六法”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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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独特的抒情方式 

    延安大学文学院惠雁冰副教授认为这首诗是“后革命时代”的激情咏唱，实现了对抒情长诗传统

的承继与超越，是对诗歌智力空间的崭新营造。焦欣同学从抒情性与史诗性的融合、意象化的抒情方

式、事件化的抒情方式、扩大语言张力来抒情等四方面分析王久辛诗歌具有巨大的情感张力的原因。

孙蓉同学认为，《大地夯歌》采用尼采称之为“酒神式”的抒情方式，抒情时喜、怒、哀、乐之情毫

不节制、隐匿。汪洁同学认为，《大地夯歌》承续了20世纪新诗戏剧化的诗歌探索方向，具有外在的

与内在的戏剧性。秦小娟同学认为，《大地夯歌》全诗均以夯歌起笔，节奏奔放，极具感染力，全诗

充满了音乐美。 

    5.诗歌的动态美 

    延安大学文学院申莹助教认为诗歌展现了电影的特色，诗歌形式上的音乐美，场面展开的画面

美，现实与历史的汇融，形成了沉实的风格。任海峰同学认为《大地夯歌》是技术魅影建构历史时的

诗歌想像。 

    王久辛诗歌的现实意义 

    延安大学文学院何满仓副教授认为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大地夯歌》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民族

情；从诗歌流变的角度来看，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抒情叙事长诗中的精品。钟海林老师从当代文学史

意义上进行分类研究，指出王久辛的诗歌可以为当代诗歌的具体阅读提供启发。刘全德同学认为，王

久辛诗歌蕴含着他对当下诗歌写作的一种反拨和叛逆姿态，具备更大的文学史梳理价值。延安大学文

学院马泽教授认为《大地夯歌》对长征真谛和精髓的思考，对革命动机的真实性进行揭示和还原，对

战争的本质作了新的阐释，实现了政治题材诗歌的新超越。薛小云同学从当下的文学生态角度来看王

久辛诗歌，认为《大地夯歌》旨在通过对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述，重铸我们的民族信仰。任海

峰同学认为诗人努力在历史的厚重感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之间诠释出时代的精神内涵，让历史事件

焕发出永恒的光彩。 

    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坛的萎靡、衰退，王久辛仍以高度的历史担当坚持长诗的创作，以充沛

的激情和丰饶的艺术创作手法，显现出当代诗学发展的崭新路向。我们相信王久辛诗歌研究还有很大

的开拓空间！ 

【原载】 《文学报》200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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