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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溪河畔，在金铙山麓，在风展
红旗如画的尽处，正是庐山烟雨浙江
潮。数十以至近百年内，五湖四海的人
们走进这里，这里的人们走向五湖四
海，蓦然回首，竞汇作历史潮汐。

时光恍惚中，他们以指缝的从容作
答，将一方人间烟火端到了九霄云上，
于是有了策马山河的旷意与任性，有了
饮醉千古的达观与抒怀，有了俯仰苍生
的慈容与悲心。

2023 年 11 月 30 日 ，诗集《三明之
美》在三明首发。历史的聚光灯再一次
照进了这个小城，因诗而高蹈入云、因
诗而低俯同尘的“三明诗群”再一次被
历史的浪潮涌向了前台。一棒一棒接力
的“三明诗群”人，作何之想？尽何之思？
成何之见？近日，记者采访了他们，分享
了以诗为媒的故事。

偶然中的必然

一座城，因诗闻名，以诗为誉，这背
后，是偶然，还是必然？三明的现代诗创
作兴起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来
自省城的一批诗人、编辑在三明工作，
他们中有蔡其矫、刘登翰、周美文、范方
等等，通过创作、编刊、开讲座、举办活
动，培养了一大批文学青年。

20 世纪 70 年代末，范方在沙县文
化馆编的杂志《绿叶》上开始发表现代
诗，崔晟等人创办现代诗刊《星》。

1979 年 8 月，范方从沙县调至三明
地区文化局，与刘登翰、周美文等人合
编三明地区文学丛刊《希望》。

20 世纪 80 年代初，范方向全国现
代诗人征稿，编辑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部现代诗集《青春协奏曲》。

现代诗创作在三明如火如荼，沙
县、永安、三明市区成了诗歌重镇。

1984 年，经蔡其矫倡导，范方负责
组建“三明诗群”，时值群众性精神文明
建设全国学三明之际。诗群成立大浪潮
青年现代诗学会，首批会员 45 名。1985
年，三明文联在沙县青州造纸厂召开

“大浪潮现代诗笔会”，三明内外百余位
诗人参会，这是“三明诗群”组群后举办
的第一次大规模诗会活动。同年，高珍
华、郑祖兴发起创办了民刊《当代农民
诗坛报》。1986 年，《诗歌报》和《深圳青
年报》联合举办中国现代诗断代大展，

“三明诗群”以大浪潮现代诗学会参展。
由黄莱笙执笔撰写的“大浪潮宣言”，提
出三个概念：人生观念的大时空、现代
与传统审美精神结合的大心境、语言无
为应用的大技巧。

1987 年前后，三明的每个县都出现
了诗社，每个诗社都油印诗刊，至今活
跃的诗人中，多数是当时各诗社的社长
或主编。1989 年，赖微约詹昌政主编了

《三明诗群》报，推出“1989 三明现代诗
群体大展”。

在“三明诗群”的整个成长过程中，
上海《萌芽》杂志、云南《滇池》杂志、福
建 师 范 大 学《南 风》诗 报 、《福 建 作 协
报》、《三明日报》、《三明文化报》纷纷推
出“三明诗群”的专号，三钢青年文学社
创办的《热流》诗报等厂报、厂刊也成了

“三明诗群”的集结地。
历史的因缘际会，激荡出“三明诗

群”的万千气象。我们不难发现，它，实
则是无数冬去春来的眷顾和无数朝晖
夕阴的成全。

南宋时期，从“闽学鼻祖”龟山先生
杨时，到“豫章先生”罗从彦，到“朱文公”
朱熹，“闽学四贤”三明有其三，这些理学
巨擘接通了一地风流与历史经脉的传承
流衍，将莽莽文脉滔延至今。

风华既成，势不难就。据《福建通
志》《闽沙罗氏族谱》和有关历史资料记
载，三明地区的沙县、永安、梅列、三元、
明溪、宁化等地都曾经办有豫章书院和

学堂，在客居为主要历史基因的闽西客
家地区或客家方言岛地区，格物致知、
经世济国之风盛行千年，富集成如今

“开明清明文明”的三明新风。
到了近代，从 1938 年起，永安成为

抗日战时省会，成为福建国民政府重要
的行政中心，群贤毕至，一时云涌。曾经
避迁于此的很多人，以及他们的后人，
甚至辗转其间的人脉网络，成全了后来

“三明诗群”与台湾现代诗歌的师承渊
源。文坛泰斗谢冕老先生在《三明诗群
很有理论性预见性，我心向往之》一文
中说：“两岸统一，大陆和台湾文学早就
统一了，这是诗人们努力的结果，包括
了三明诗群诗人们的努力。”

另一方面，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三
明工作的文人雅士，特别是蔡其矫，又
将北京“今天派”诗歌等文化基因引入
了这个诗意泉涌的小城。

不可忽略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作为小三线建设重点城市，10 万建设大
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涌入了这个山区
小城，南腔北调背后多元文化的碰撞与
交融，将偏居百姓的思维活力提升到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纵向继承，横向移植，“三明诗群”
横空出世。

一代人的守望

从大时代叙事到身边的尘烟，从普
世性关怀到个体化体验，“60后”“70后”
这批“三明诗群”人完成了时代巨变下
创作理念的迭代，脚步更轻、声音更轻、
身姿更轻，在小中现大的新式审美中，
绕梁的余音不绝如缕，大时代的强音宛
然可见。

30 多年坚守一线的“环卫诗人”潘
宁光在正月初一的早上，面对漫天飞
舞、怎么扫也扫不完的鞭炮屑，慨然挥
墨：“天空之下的/万家灯火/在酒香里
收留/掌心里传递的祝福。”

37 年 扎 根 铁 轨 写 下 5000 首 诗 的
“铁路诗人”马兆印在一篇创作谈中说：
“我们不排斥风花雪月、喜怒哀乐的文
字，但我们更需要一种声音能把我们的
胸膛穿透，能让我们站起来倾听远方的
雷声。如果是‘锈’了，我就去擦一把，如
果生辉，我再涂一层阳光！”

诗歌的世界很小，二维平面的白纸
黑字，何其脆薄！诗歌的世界很大，家长
里短、乾坤宇宙，天地悲心、万古愁绪，
无所不包！“三明诗群”超越代际传承的
特点是——风来，迎风，雨来，就雨；在
凡尘中，以瞭望者的情怀陟罚臧否；在
青天上，以同命鸟的缱绻共悲凉热！一
字一句间，竟是千万里的生死奔赴；一
吟一啸里，便有千万年的义利慈悲！

叶来是“70 后”诗人。20 年前，他在
厦门东北部的一个小村落县后社创业，
五湖四海的客商、南来北往的打工人都
成了他的目中所及、心中所顾。“下班
后，很多女工到马路边很多的摊位吃
饭。秋风一打，灰尘漫天，那些年轻的女
工站在那边吃，完全不受影响。我看到
的瞬间，感觉她们的青春都消散了，风
卷残云，只剩下瘦弱的身影。”叶来说，

“被忽略的野墓、街巷无人问津的摊贩、
不觉染白的双鬓、随时要关停的剃头
店、不忍心大声对谈的黄包车夫、菜市
场听不懂方言的鱼贩……它们是我与
读者进行灵魂对话的磁场，也是我们这
一代‘三明诗群’人超拔凡尘、俯仰人间
的因寄所托。”

同样是城乡接合部，时下的网络造
词捕捉到了喧闹和嘈杂，看到了尘土飞
扬，听到了喇叭轰鸣，遇到了市井杂烩，
挥舞出“洗剪吹”这个一路风行的热词。
然而，早在 20 年前，叶来在《与县后书》
10 首组诗中就以悲心与悯意，挥就出一
幅躬耕谋生、俯身烟火的众生相。

一直活跃在中国诗诗歌现场的诗
人、诗歌评论家卢辉说出了他们这一代
人的心声：“语言之外，它已经有了社会
的背景，这就是通向更广阔的更具备特
性的诗人的必经之路。如果说仅仅还是
仰仗语言，你写到后面还是语言，那就
是走入死胡同了。”

这一代的“三明诗群”人不会忘记
《诗三明》论坛和詹昌政。

2002 年，叶来、沈河和詹昌政创办
了《诗三明》BBS 诗歌论坛，仅一个月，
这里就成为“三明诗群”活力四射的新
阵地。论坛设有《三明诗群》诗库，设有

《八面来风》栏目，《三明日报》副刊从
《诗三明》诗歌论坛上选诗发表，又将
它们发上网去，并向全国各大诗刊推
荐 ，每 年 发 诗 100 多 人 次 200 多 首 。自
论坛创办以来，已编印《诗三明年度诗
选》五部，每年重点推出三位富有实力
的青年诗人，还曾被评为年度全国十
大论坛之一。

“2003 年左右，暮千雪给我们做了
一本《诗三明》网刊，是‘三明诗群’有史
以来第一部以网络名义出版的集子。三
明市区的卢辉、斯平，以及清流、大田、
永安、将乐、宁化、沙县、明溪等各县的
重要诗人，甚至南平、厦门的诗友，共 60
多人，都是论坛的活跃人士。创办不到
一 年 ，每 天 发 帖 数 基 体 保 持 在 400 多
帖。”叶来说，“作为大家的精神家园，论
坛发动为特困女大学生捐款，在‘三明
诗群’先驱范方生病期间轮流值夜守
护，甚至在他去世后集体从全市各地赶
到市区为他送行。”

一时之间，“三明诗群”进入了新的
创作活跃期。三明的各地诗友开设了多
个网络论坛，并依托各地办的杂志大量
编发“三明诗群”的诗歌作品。

作为“三明诗群”一以贯之的主阵
地，《三明日报》作用的发挥离不开“詹
昌政”这个名字。从副刊编辑到分管副
总编辑，这条路上，詹昌政提携了多少
新人、扶持过多少旧人、力捧过多少强
人，他或许是不记得了，可但凡“三明诗
群”人围坐一桌，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
一溜三行、俊秀飘逸的蓝色钢笔字写的
鼓励信，它们无不出自詹昌政之手。

在三明工作的雷贵优是 2002 年第
一次见到詹昌政，可他的一句信口昵称

“阿雷”让雷贵优至今转述的时候都带
着泪意。“昌政在和我见面前，先后给我
写了 3封鼓励信。他一直认为，我的几首
诗 比 很 多 人 写 了 一 辈 子 的 作 品 都 更
好。”雷贵优受到的鼓舞令他回忆之时
犹有颤音。

2019 年 12 月 24 日，詹昌政因病去
世后，仅《昌政文存》收录的悼念诗文
就近 200 篇，9 卷《昌政文存》的策、选、
校、编、印由雷贵优自愿扛起，并发动
50 余人众筹了 12 万元，这背后是性灵
与性灵的惺惺相惜，是知己与知己的
攀肩同行。

融入新时代画卷

在谢冕老先生为新出版的诗集《三
明之美》作的序文《明亮 明快 明丽——
中国新诗的“三明之美”》中，引用了“三
明诗群”代表诗人之一赖微的诗句：“鸟
声一路传来/你看见经霜的辣蓼也已开
花/河水有轻轻的涟漪颤动/一只白鹭，
在水中沉思。”

“当读者读到你的诗歌会发出内心
的微笑的时候，这首诗歌完成了。”这是
赖微坚持一生的创作理念。骨、瘦、清、
寒，这是赖微那一代“三明诗群”人的字
句风姿。

第七届中国突围诗歌奖给惭江的
授奖词说，他的诗篇见证了他在古传统
与现代生活之间突围所做的努力。评委
们说，他的诗句“关注万物在隐秘角落

的悲欢”“日常感与生命感相互贯通”。
从圣境走向人间，这是惭江那一代“三
明诗群”人的情致与妙趣。

在新时代，“三明诗群”俨然有了全
新的生命力。“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对乡土乡愁乡情的倾诉，通过
诗歌这个载体，很好地来回应这个时代
的需求、人民的需求。”三明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陈列平说，文化是跟经济相
互协调、相互推动的，怎么让三明绽放
出时代风采？“这里面有很多还需要我
们去努力的。”

近年来，在三明市文联的组织和推
动下，大田县境内已举办 8届音舞诗会，
由三明市作协专设的诗歌朗诵分会，联
袂音乐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的文艺骨
干，多手段多形式做热诗歌文化。三明
市政府的数字便民服务平台“e 三明”
APP 专设栏目《文艺作品欣赏》，发表了
大量“三明诗群”作者的诗歌作品。不定
期举办诗歌采风活动，并将作品出版。
此外，域内经常举办高质量的培训交
流，也积极创造机会推举“三明诗群”诗
人参加域外的培训交流。

三明市文联主席纪任才说：“2023
年，在大田县太华镇举办的音舞诗会，
正逢亚运会期间，可视频直播的点击量
就有好几万。这些年，我们努力的最关
键之处就是推动题材创新，我们鼓励

‘三明诗群’写三明，无论是历史之美还
是山河之美，无论是乡村振兴还是文旅
融合，踩准的都是时代的节拍，无疑将
产生时代的韵力。”

从民间的自发自觉，到当地宣传
部、文联等部门的引导推动，“三明诗
群”的文化精神已经深入社会肌理，成
为涵养一方人文风貌的清新活水。

在明溪县大金源饭店里，挂满了配
有现代诗的当地家常土菜牌匾——《客
秋包》《金钩蛋》《目鱼笋》《淮山羹》……
不一而足。其中，《薯子羹》由明溪县诗
人寒江雪配诗：“以谦卑再谦卑的姿态
笑纳/月夜的清辉，晨曦的光华/用低了
再低的柔情蜜意感化/本是它山的那一
味良药/令其深扎本土，矢志不渝/以阿爸
的耿直，阿妈的恭俭/抱一怀青山，舀一瓢
绿水/用文火的温良喜迎游子归乡……”
而其他是明溪县“厨师诗人”武斗（林急
闽）和明溪县盖洋镇常坪村党支部书记
曾旗平的杰作。

这样的基层干部，在三明并不鲜
见——大田县文江镇纪委书记苏振相、
大田县湖美乡原党委书记林大红、明溪
县夏阳乡党委副书记钟茂桂等。

几年前，钟茂桂刚调到夏阳乡工
作，高山片有一条路，老百姓反映了二
三十年都没有通。钟茂桂让全乡 16 个
村的村民自愿捐款，以解决资金缺口
问题。可是 16 个村的老百姓四处告状，
一天之内的反映件就多达 40 多件。百
感交集之下，他翻到了之前写下的诗
句：“梦想绝非硬碰硬/而是接受，而是
冰 化 成 水/将 温 柔 ，一 滴 一 滴 地/打 在
石头之上”“自身化作村庄，被爱和所
爱均为村民”“请向世界庄严地宣告/
我 的 生 命 是 种 子 的 生 命/我 的 力 量 是
种 子 的 力 量/困 难 ，只 要 你 来/我 便 可
以承受”。“在自酿的心灵鸡汤中，我坚
定了初心，找到了方法，获得了坚韧。
现在，不仅这条路修好了，我也收获了
很多村民赠送的锦旗。”钟茂桂说，诗
歌是他工作的力量宝藏。

一分灵气，三分素心，一分侠情，五
分古意——在“三明诗群”朴拙的文化
基因里，有着泥土被四季甘霖唤醒的芬
芳，有着山野被松果落地激起的欢畅，
有着圩天被南商北客吆喝的闹趣，有着
耕读传家的男耕女织，有着“闽学四贤”
的意济苍生。

一襟晚照凭霞落，半怀清觞就云
高，“三明诗群”依然在路上。

中秋诗会中秋诗会 音舞诗会音舞诗会

三明诗群研究创作基地

诗歌讲座

诗歌采风

诗群是一道艺术的彩虹，它
展 示 了 人 类 精 神 文 化 的 独 特 力
量，激发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

在“三明诗群”的繁华与热闹
背后，我们不难发现，它的传承发
展脉络是非常清晰的。首先是前
辈 的 远 见 卓 识 ，奠 定 了“ 三 明 诗
群”基因的先进性。在交通还不发
达的年代，在没有互联网的社会，
一群人从四面八方走到了这里，
一群人从这里把诗词的热能传播
到了四面八方。

从诞生开始，“三明诗群”就
不独属于三明人，而共属于所有
与三明关联的有缘人，共属于全
社会。于是，它便成了不同年代见
证三明文化输入和输出的一扇窗
口。事实表明，诗词的社会作用是
多方面的，它可以促进中外文化
交流，加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
互动，培养个人的审美观念，推动
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在彼此交流
中，“三明诗群”彰显时代气质的

博大与包容、睿智与稳厚。
在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今

天，“三明诗群”衍生了以宁化为
基地的客家诗群、以明溪为基地
的滴水缘部落等子系分支，在新
的文化时势下，践行着新的历史
使命。地球村、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两 个 结 合 ”、“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
寻根忆祖、慰藉乡愁、乡村振兴、
文旅融合……新的历史文化标签
大 多 能 在“ 三 明 诗 群 ”新 的 文 化
气质中找到回应，这是思想文脉
的新契机，也是“三明诗群”的崭
新魅力。

诗群是一个充满诗意和创造
力的集体，成员们共同追求着诗
歌的理想和净美。在改革奋进的
新时代，重视诗群的建设和创新
发展，可以提升公众文化素养、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学创新
与发展，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让
其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发
挥更大的动能，从而为推进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特殊的贡献。

发挥好“诗群”的独特社会作用
□本报记者 陈尹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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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诗群”：

在讴歌时代中绽放
□本报记者 陈尹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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