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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进，1939 年生人，著名诗
评家，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国家
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第一家
新诗研究所创建人，重庆市文联
荣誉主席。曾任中国文联第六
届、第七届全委委员，1997 年重
庆直辖后第一届市文联主席。

出版专著编著44部，发表论
文与随笔 491 篇，先后荣获第 7
届世界诗歌黄金王冠、“百年新
诗贡献奖·理论贡献奖”“中国当
代诗人杰出贡献金奖”“中国当
代诗魂金奖”以及博鳌国际诗歌
奖等大奖。

中国新诗研究所第
一届所务委员会召开
（右二为吕进）。

吕进（左二）给研究
生讲解诗歌，这些学生不
少成了中国诗坛的中坚
力量。

▲《吕进诗选》。
本版图片由何赛格摄、翻拍/视觉重庆

□韩毅

守住梦想，守住人生的翅膀/守住梦想，守
住心上的阳光……纵有严寒，守住梦想的花/
也会在冰天雪地里开放……

10月21日，在北碚龙湖紫云台小区，秋日
暖阳不浓不淡地均匀铺洒在中庭花园，把葱郁
的草木染成一片金黄，含韵婉约，自带诗意。

小心翼翼地叩开吕进的家门。这位与北京
大学教授谢冕并称为中国诗坛“南吕北谢”的著
名诗歌理论家，是中国第一家新诗研究所创建
人。先生开门，笑脸相迎，温文尔雅，让人如沐春
风。

“这个访谈，我们约了大半年，让你们等久
了。”他的言谈举止，充满学者风范与温和宽厚
之态。

虽已著作等身，但吕进一直在为新诗奔
忙。前不久，尽管因故缺席了在河南郑州举行
的第七届中国诗歌节，但他仍郑重地以书面形
式作了发言——

“‘唐人不言诗而诗盛，宋人言诗而诗衰’，
接通现代诗学的中国血脉，是中国现代诗学的
当务之急。”他的这一新论断，再次震惊全国诗
坛，应声连连！

这也是他对“新诗往何处去”的新解，以及
对本文开篇引用他的著名诗作《守住梦想》的
最新回应。

创办首个新诗研究所，让
臧克家“我心甚慰”

你的名字是夜航者前方的灯/闪耀希
望，燃烧热情……将你的名字刻在我们心
上/让它融进每个人的生命（摘自吕进《你
的名字》）

“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到唐诗、宋词、
元曲，中国诗歌一直是多元的世界诗歌的精彩
一元。而百年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理
应精彩。”简短寒暄后，访谈正式开始。

吕进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渊博学识，让
人很快陷入诗学的汪洋大海。

“华语诗歌遍及全世界，在中国、东南亚和
美欧发展得尤其好，而源远流长数千年的中国
诗歌是世界华语诗歌的来源和母体。”吕进说。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1917年，
《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的胡适《白话诗八
首》之《蝴蝶》，让中国诗歌从遥远的古体诗时
代一下子“飞”到了白话诗的新时代，开创了中
国诗歌新纪元，一举打破中国古典诗歌格局，
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大视野，形成与欧美近现代
诗、中国古典诗歌相互参照的诗歌话语系统，
涌现出了大量杰出诗人和大批优秀作品。

例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徐志摩的《再别
康桥》、朱湘的《采莲曲》、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
想她》；20世纪50年代，乔羽的《让我们荡起双
桨》、艾青的《礁石》；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
代中期，余光中的《乡愁》、舒婷的《致橡树》、雷
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可谓群星灿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自由、便于书写、现代情怀……新诗的诸
多优点，使其迅速占据诗坛的主流位置。

“受此影响，我自幼就喜欢新诗，读小学时
就开始发表诗作。”吕进回忆道。

193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吕进，先后在
川西实验小学、成都七中读书。

中国文坛至今还广为流传着一则有趣的
故事。20世纪50年代初，吕进向《川西说唱
报》投稿，得编辑部回信，约他面谈，信件署名

“茜子”。吕进兴奋不已，找了好久，才找到位
于成都布后街的《川西说唱报》编辑部。

待他走进编辑部，编辑们大多已下班，只
有茜子还在等他。两人一见面，茜子大惊：“你
是吕进？”他完全没想到，自己等到的作者竟是
一个小孩（彼时，吕进还在念小学），之后他还
拍着吕进的脑袋调侃：“以后找不到布后街，你
问警察叔叔就行了嘛！”

有趣的是，30多年后的一天，吕进突然接
到茜子寄来的挂号信，是诗稿，求指教，抬头写
着“尊敬的诗评家吕进同志”。估计茜子早已
忘记了吕进，吕进赶紧回信：“我就是当年那个
投稿的小男孩啊……你可是我的启蒙老师之
一呢……向你问好！”

中国新诗虽从发轫开始就一路高歌猛进，
硕果累累，但置身于中华五千年文化，只是沧
海一粟，一时半会也难以逾越唐诗宋词的高
峰，因此常常遭遇质疑和诘难，至今仍在争议
声中步履蹒跚。

时代在变，文学在变。作为文学中最敏感
的诗歌，自然需要总结经验、加强研究，不断探

索发展。
出于对梦想的守望，对诗歌的热爱，1986

年3月，时任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外语
系汉语教研室主任的吕进，以汉语教研室名
义，向学校递交了成立新诗研究所的报告。

学校支持成立以吕进为首的研究所的设
想，但认为仅仅研究诗歌，路数太窄，建议中文
系、外语系的8个相关研究室合并，成立文学研
究所。

吕进不同意，担心这样合并后，学科优势
难以发挥。他向学校“立下军令状”，10年之内
让新诗研究成为学校的拳头学科。

同年6月，在学校已退休的党委书记张永
青支持下，中国新诗研究所正式成立，吕进任
所长，臧克家、卞之琳任顾问教授。

这是国内第一家研究新诗的实体机构，它
的成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彼时的《重
庆日报》《文艺报》《文学报》《诗歌报》等都作了
大篇幅报道。

臧克家、卞之琳、刘湛秋、叶延滨、杨牧、吴
欢章、胡天风、谢冕等数十位中国诗坛名家纷
纷致信祝贺。臧克家在信中说：“……成立中
国新诗研究所，是一个创就……我心甚慰。”

创立“上园派”理论，造就
诗坛中坚力量

有一尊铜像/由诗经和邵乐铸成/时
光灵动，镌刻在/昆仑的前额/比五千年/
更加悠长……（摘自王小佳《有一尊铜
像》，献给吕进70寿辰的诗）

步入吕进的书房，除了卷帙浩繁、汗牛充栋
的书籍外，一顶王冠和一尊铜像，格外引人瞩目。

王冠为仿照韩国古代迦耶王朝的王冠，由
纯金打造，是世界诗歌研究会颁赠的全球最高
诗歌奖项——“世界诗歌黄金王冠”。获得此
奖，吕进是中国第一人，被誉为“摘取诗学王冠
的人”。

那么，吕进为何能荣获这项大奖呢？
这与他和他领衔的中国新诗研究所潜心

治学有关。吕进回忆，研究所成立之初，只有
外语系腾出的一间房，兼具教室、办公室、资料
室、会议室等诸多功能。房内设施更是极其简
陋，都是从废旧家具堆中“淘”来的。

即便条件如此艰苦，吕进仍带领全所师生
不断开拓进取，逐渐积淀起该所诗歌研究的学
术和人文传统，并内化成为一种品性。

与创作界相一致，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
歌理论界在先锋派与传统派的“中间”，第三派
悄然集结，并以其前瞻而稳健的理论姿态，很
快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形成“两头小，中间大”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者古远清先生语）的格
局。

这一派正是吕进领军的“上园派”。“上园
派”的名称来源于北京上园饭店。1984年、
1985年，吕进与国内一批知名诗评家在上园
饭店两次聚会，并于1987年在重庆出版了《上
园谈诗》一书来阐释他们的诗学主张，由此形
成中国诗歌界著名的“上园派”。

在阐述“上园派”的理论核心和诗学精神
时，吕进表示，“上园派”主张，“坚定地继承本
民族的优秀诗歌传统，但也主张传统的现代转
换；大胆地借鉴西方的艺术经验，但主张西方
艺术经验的本土化转换。”正是由于上园派诗
学观念的内核是主张两种“转换”，“上园派”又
被称为“转换派”。

基于此，该派“主张新诗既要民族化，也要
现代化，既要立足于传统，但又不能株守传统，
抱残守缺，而要横向借鉴于西方”。也正是这
种“转换”和中西兼备的特点，使“上园派”的理
论主张具有开阔而厚实的诗学基础，也使其诗
学主张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进而展现出较强的
生命力和合理性。

为此，臧克家在《吕进的诗论与为人》一文
中写道：“吕进同志，就是为人所瞩目，为我所
尊重的其中之一。（我们）岁数差距很大，之所
以能成为忘年之交，是由于对文艺的看法、诗
歌的观点基本一致。近几年来，文坛上不论创
作还是评论方面，五色炫耀，议论杂陈，各执一
端，令人心惑而目迷。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之
下，吕进同志能以他的洞察力，对各种现象分
析研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态度比较科学而
公允……每读吕进同志的论文，觉得心气平
和，说理明晰，文字也颇精炼优美，富于吸引
力。”

泰国著名诗人坚盖·塞他翁也为吕进著诗
言：

新诗重镇的山城/一座龙族新诗形象的坐
标/俯察/一首熟悉醉人的新诗/仰观/一束缪
斯灵光的聚焦

铜像则是吕进70寿辰的时候，他的学生
们特地请四川美术学院专家制作，充分展现了
学生对他的爱戴。

据介绍，吕进创立的中国新诗研究所，截
至目前已培养了超过600名博士、研究生，并
逐渐成长为中国诗坛的一股中坚力量。

学生刘启慧聊起恩师，“爱生如子”的故事
不胜枚举：一个学生远道而来，他亲自下厨，煮
来一碗热乎乎的面条；一个研究生5000字的
论文,他横批竖改，密密麻麻，批语竟达3000
字之多；听研究生阐述不同学术观点，天南地
北，任其挥洒，从不嫌费时；与学生论诗歌、谈
人生，推心置腹，沙哑着嗓子也要侃上一两个
小时。在吕进看来，“这是职业享受！”

“他也剋过学生。如做错了事还想狡辩，
他准会对你一阵闪电雷鸣，又一阵微风细雨。
软硬兼施，我们学生最怕吕老师这招。说也奇
怪，我们偏又喜欢他。他忘记了自己的生日，
可学生总是记得，一哄而至，带来了蛋糕，带来
了花篮，也带来了笑声……”刘启慧说。

旅英诗人虹影还为吕进的铜像写了一首
题为《地平线——祝吕进老师生日快乐》的诗：

你隐在大理石后/可你不是石头，我看见
你这一生所经之路/年轻的鹰排成队列飞行，
双翅因为感动沾有泪

工匠在辛苦地工作/太阳滑入云峰/太阳
生在我们手掌上，这时工匠雕刻的一个名字/
被我们不停地怀想

誉满海内外，接通诗学的
中国血脉

真正的人生没有冬季/只要心中永
驻春天的阳光/化头上的华发为一叶白
帆吧/生命属于不停的远航（摘自吕进

《冬树》）

“回顾我这一生，其实就干了三件事：写
诗、评诗、教书。这也是我引以为傲的三件
事。”访谈临近尾声，吕进感慨道。

2012年，72岁的他才退休。退休前，校长
曾找过他，建议他申报“资深教授”，这样就终
身不退休。但，他婉拒了。

可是，他的退休生活并不轻松，除了不带
研究生，一切照旧，好像事情还更多。学术会
议、约稿、约讲、评审等，一个接一个；全国诗歌
座谈会、鲁迅文学奖评审等诗歌界重大活动一
个都少不了他，他只能延续着自己紧张的生活
节奏。

近年来，他几乎年年都有新作问世，因此
也被誉为诗坛“常青树”，如他撰写的《现代诗
学：辩证反思与本体建构》《吕进重要诗学论文
精选》《吕进序跋选》等著述，广被业界引用；他
担任第一主编的《爱我中华诗歌鉴赏》《新诗
300首》《外国名诗鉴赏辞典》《新中国50年诗
选》《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手册》等10多种书
籍，广受好评；他出版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
史》，是国内第一部地域新诗史，产生了很大影
响；他出版的多卷本《吕进文存》，现已被中国
现代文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
多处收藏；他的诗选、散文集《岁月留痕》《落日
故人情》《多少话留在心上》等，收获了大量“铝
丝”（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陈漱渝为吕进
的粉丝取的名）。

研究吕进的著作也在陆续问世，如张德
明、姚家育的《吕进诗学研究》，熊辉的《人淡如
菊：漫话吕进先生》，向天渊的《吕进诗学思想
研究（上）（下）》，泰国诗人曾心的《诗学隽语与
泰华诗歌》，王珂主编的《〈名作欣赏〉别册：吕
进画传》等，都十分引人瞩目。

吕进还先后应邀到日本九州大学、俄罗
斯莫斯科大学、韩国延世大学、美国俄勒冈
大学讲学或访学。他的诗歌论文和诗歌先
后被译成多国文字，在美国、韩国、日本、马
来西亚、印度、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多国
出版发行。

泰国诗人曾心写道：“几十年来，吕进在中
国诗坛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影响，持久而不衰。
有人说，西南大学并不在北京，但是吕进在遥
远的重庆发出的声音总是受到全国关注。”

韩国学者许世旭说：“吕进在中国诗坛是
一座高山，众人景仰。”日本学者岩佐昌暲称：

“我喜欢吕进这位诗人、诗歌评论家，喜欢他的
博学、坦率、热情和幽默。他的这些性格特点
是通过跟他的极平凡的交往中体会到的，我正
是通过他了解了新诗所。”

“一百余年来，中国现代诗学获得了进展，
在中国这个‘诗国’里很不易。但是从本应达
到的高度来苛求，又应当说，中国现代诗学的
发展速度远不够理想，至今并没有形成完整的
体系，对新诗发展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吕进
说，究其原因，现代诗学从诞生起一直没处理
妥当和两大资源的关系——

长时间以来，中国现代诗学存在简单“搬
运”西方诗学的“丢却自家无尽藏，沿街持钵效
贫儿”的现象；与中国传统诗学断裂，使得中国
现代诗学没有来路，没有积累，没有厚度。

在他看来，创构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的
重要前提，是在与西方诗学的比较中把握中国
传统诗学的精髓，构筑民族性的新诗理论大厦。

就艺术性而言，诗与人类的其他表现领域
——艺术（建筑、雕刻、绘画、音乐）、哲学、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宗教等存在着内在
联系与相互影响；就民族性而言，诗作为人类
心灵的艺术，如同它在艺术性上常常超出文学
范畴一样，又常常超出国家疆界——有如人们
常说的那样：“诗人有祖国，诗歌无国界。”因
此，中国新诗理论体系只有在一个广阔、开放
的视野中才能确立。

“不去本土化处理西方诗学的精华，而是
生硬地照搬西方诗学的理论框架和把玩西方
诗学术语，看轻现代诗学的中国血脉，这样的
诗学并不能将新诗引向发展。‘唐人不言诗而
诗盛，宋人言诗而诗衰’，与传统诗学的血脉脱
节的诗学，只能造成新诗创作和新诗运动的衰
落。接通中国血脉，实在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当
务之急。”吕进说。

如今，杖朝之年的吕进仍忙碌在诗歌道路
上，坚守着他的人生信条：心中别有欢喜事，向
上应无快活人。

人物口述精彩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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