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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诗渐隐，新诗醒来”
——浅述 21世纪新媒体语境下诗歌的发展

谢钰芬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00）

【摘　要】诗歌，浪漫的化身。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曾历盛世昌荣，而十余年后，随着新兴媒体的崛起，诗歌却渐

隐渐失。多少人言“诗歌和诗人消失了”。但或许，褪去光芒的不是诗，而是过去诗歌所依托的纯文本阅读方式。21 世纪，

这是视觉转换的时代，这是媒介延伸的时代。随着新媒体不断发展，人们趋向于听觉与触觉阅读，多于纯文本的视觉阅读。

本文研究浅述了 21 世纪新媒体语境下诗歌的发展，从新媒体的角度思考诗歌艺术的发展和变化，对不同的媒介予以分析，

以期寻找 21世纪新媒体语境下，诗歌的新型传播方式和变迁。通过电影、广播等方式传播诗歌。新媒体语境下，视听雄辩，

旨在调动周身全部的感官，开启新时代的诗歌新体验。伟大的诗歌正在觉醒。当它醒来，必是崭新的、融合着电影、音乐

等多艺术的“新诗”时代。

【关键词】诗歌；新媒体；视听；艺术；冷热媒介

引言

“扫过一天的园子

第二天还要重新清扫

因此我从不夸耀

我每天都有新生

我醒来 醒在一把铁锁内

也醒在一把雨伞中”

　　　　　　　　　　　　——西川《醒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诗歌曾风生水起，热潮不断。海子、

西川、北岛、舒婷的名字红遍大街小巷。但在九十年代之后，

诗歌仿佛“消失”了。过去，诗歌曾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

采菊归田园般的牧歌式享受。诗歌像是闲情雅致时的娱乐。

但在工业文明之后，到信息文明与数字文明，诗歌文化不断

发展不断渗透，大众娱乐不止于诗，还有电影和音乐，还有

短视频和新媒体。新媒介的诞生冲击了诗歌的命脉。它看似

隐去了。它又似以新的方式觉醒了。

“伟大的诗歌正在觉醒。”诗人北岛，以这一句话，开

启了一个诗歌专栏。诗正在觉醒，说明它曾经睡去。在睡梦

中，诗歌萧条了，被“边缘化”了，人们扭头去追寻更加温

热的艺术中去，投入影视、音乐中去。当此时，如果诗歌一

味地追求“纯粹”，纯文本，纯题材，纯表现，它就注定在

沉默中沉睡。而所幸的是，一股热媒介袭来，带着诗歌出逃，

获得影视音乐的语境，重新醒来。

新诗是被唤醒的，旧诗是被遗忘的。这句话不是标志着

什么，但却暗示的是，21 世纪新媒体语境下，诗歌脱离纯

文本的意义，展现了从视觉到听觉触觉的过渡。它的复兴，

注定是视听双雄的辨证。

1 何以为诗

什么是诗呢？朱光潜给它定义了很多，美国卡尔桑德堡

也定义了三十多条。西川说：“但凡是能够使我获得再生之

感的东西，都是诗意。”

比如说，我对这个杯子已经没有感觉了，但是忽然又挪

动位置，忽然觉得这么好看，这就是诗意。它一下子让我对

一个熟视无睹的东西重新有了感觉。就是一行诗，一个词，

如获新生。

什么是好诗？合辙押韵，意境修辞。一个押韵押得特别

好的人，他是要破韵的。博尔赫斯评价莎士比亚，说：“莎

士比亚充满了败笔。”在艺术里，就是这样的道理。败笔、

烂诗，反倒是高端诗人。

21 世纪的诗，再不是装在书本里的一行行字目符号。

传媒语境下，传播速度，阅读速度，发表速度一一加快了。

20 世纪 90 年代，网络文学兴起，老派传媒面对新生媒体的

挑战，最早互联网出现了诗词中国纪录片，百家讲坛也有了

关于诗歌内容的人文讲座，央视综艺推出诗词大会。1999年，

第一个纯诗网站“界限”。2000 年，又有“诗生活”。

在视觉文化一步步变幻着的今天，诗歌告别文本概念。

旧文本意义上的诗歌，已经逐渐丧失生命力，新传媒语境下

的新诗，则重新活跃。诗歌醒来，醒来的已经不再是纯文本

意义上的诗歌，而是崭新的、融合新媒体技术的、伴随音乐、

电影等艺术的“新诗”。

2 告别文本 媒介催生

新媒介的发展，相应地改变了每一时期文化艺术的传播

方式。诗歌的传播变革，从口传文化，到印刷文明，再到电

子传播。古时口耳相传的“说故事的人”已不复存在。突破

了地域的局限，印刷业发展，为诗歌的传播带来了便捷。人

们不再需要围坐一炉，聆听航海家或猎人娓娓吟诵神秘的诗

歌。纸张、书籍成了远行千里的信鸽，口耳的延伸。

但随着时间的沉淀，印刷文明唯一的缺憾也渐渐浮

露——互动丧失。

从前口耳相传的在场交流模式，最直观的感受便是人们

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诗歌的发出者有着最权威的语境，直

观地拒绝了任何误读。

20 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则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它给

印刷文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果说，印刷弥补了诗歌

口耳相传的时空缺憾，带来的是进步。那么，电子媒介刚出

现时，它甚是被当作是诗歌的“催命符”，仿佛为诗歌等文

化艺术的积累打上了一笔重重的阴影。这是因为，印刷下的

文本，书籍——曾一度被认为是承载诗歌最适合的媒介。诗

歌已深入人心地占据了文本阅读的范畴。在未找到新媒介对

诗歌的意义之前，它仿佛只是将诸如电影等可视可听的娱乐

性艺术带至观众面前，取代了诗歌文本。诗歌便在印刷中冷

冻了。

当互联网将世界织成一个圈，到 21 世纪，尘封在冷媒

介中的诗歌，终于在视听的热浪中醒来。

人们找到了唤醒它的另一种方式，一种延伸至视听的新

语言方式，此时，诗歌不再仅仅局限于书籍。它以全新的方

式，回到了口传文化的有声互动中来。诗歌之光，正在醒来。

3 为你读诗 必有回响

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言“媒介是人的延伸”。延伸的，

是文化传播的形态，也是人类生存的方式。

在 21 世纪新媒体的语境下，诗歌的发展呈现出由印刷

向电子的过渡，也即，为一种从视觉向听觉的过渡。如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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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汉所言：“我们正在退出视觉的时代，进入听觉和触觉的

时代。”

讯息的革新，反映着人类思维方式的改变，各门艺术也

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图像统摄文字，视频又抢占图像。人

体感官逐渐不满于平淡无奇的图文，转而向有声有色的三维

空间里“触礁”。

其实并不是读诗的人渐渐少了。而是读“书”的人渐渐

少了。当人们意识到这一问题，便开始向“有声读物”发起

挑战。于是，越来越丰富的视听媒介为艺术服务了。

21 世纪走向新媒体时代，引起诗歌发展的新浪潮，最

大的改变体现在传播方式上。我们读诗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

换句话说，诗歌本质其实并没有变，只是传播和审美的

诗意改变了。诗歌没有没落，只是读诗的人沉睡了。它正期

许有人随时唤醒它来。诗歌并非退出了视觉的领域，但它却

也是在视觉转向中渐趋冷冻。只等在听觉和触觉时代中，靠

热媒介厚待。

3.1 有“声”之年 以诗入歌

宋词，依照词牌，已被赋予了一段旋律。元曲，也是将

文诗唱出来。从接收度上看，人类的听觉比视觉挑剔多了。

人类可以闭上眼睛，不看，却不能关掉耳朵，不听。自人类

出厂以来，这即是尽管不公平却不争的事实。

同样类似诗歌的语言，歌词比诗歌幸运多了。古今多少

诗歌，只能成为书本上的符号，被人们任意选择视或不视。

而歌词被旋律灌溉，唱了出来，便强行让人们听见了。

歌词的流传甚广，又可因为旋律优美而加倍颂扬。通过

听一首歌，人们迅速记住了它的词。却少有人，单纯看见词，

便自觉地去背诵。唱与念，都可为诗歌带来更丰富的体验。

21 世纪随着电子音乐的发展，作词人复归将传统诗词写入

歌词中，或以类似新诗的语言入词，创造出所谓“中国古风”

的诗意歌词，再佐以五声调式（宫商角徵羽），添加中国乐

器（琵琶、二胡、扬琴等），电子音效（刀剑、雨声、鼓点）

的编曲，牵引出诗歌的新意象，也算是为诗歌的发展配上了

一笔重彩。有“声”之年，诗歌摆脱了默片的束缚，迈入了

有声的世界。

一首“从前慢”，唱红了网络：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原是木心先生的诗作，被改编成歌曲之后，一夜成名，

广为传唱。随即歌中之诗，诗中之词，都被重新取出，慢火

小炒，又香飘十里。

3.2 多种感官 延伸视觉

起初诗歌“打败”散文进入人们眼球的是因它协美的韵

脚与奇特的分行。那似乎已经注定着不久将来人类的审美由

文字型转向图像型的转味。同为视觉产物，也会有分行之分

的视觉快感。视觉方式，也在诗歌排版上玩味无穷。

在既定的视觉中，我们人为反应地安排了知觉。电报、

电视、电脑等电子设备的发明，时代革新的不仅是灯泡照亮

的温暖夜晚，更是将声光色影之美融合在一起，让文字与图

像相遇，让声音与画面相配。基于多媒体网络的特质，将多

种感官联系在一起。

通过调动多种感官，丰富了人们对诗歌的接受面，造成

更大范围的通感。以听觉和触觉作为视觉的延伸。

4 传媒时代 诗歌醒来

4.1 网络传媒 诗歌复兴

科学与艺术，一直是人类生活不可离开的内容。如同将

艺术之花杂交在一起，佐以科学为肥料，培育出满足 21 世

纪大众消费的娱乐产物。电影贵为第七艺术，也可同时将绘

画、书法、诗歌、建筑等多种文艺活动带入人们眼球。有人

开始在电影中读诗，电影画面、结构、台词也出现如诗一般

的诗意元素。开始出现“诗歌电影”。不是说诗歌借电影上

道，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这样一种关系。诗人为影视

增添了诗意，影视也为诗歌的重新传播带来了可能。以诗人

济慈的生平打造的诗歌电影《明亮的星》，牵引出济慈的诸

多诗作，即为关注诗人的群体带来研究范本，也令影片中的

诗作大为受宠。诗歌构成了电影的内涵，而在观影之后，济

慈的诗也重翻新章。

媒体也顺势抓住了这一局势，譬如原创经典栏目《为你

读诗》，以诗歌、音频、画入人心，每晚十点，由明星或演

员为观众读一首诗，在传播诗歌文化的同时，也刷新着人们

对诗歌的体验。公众号每日阅读量达到 10 万 +。延伸产品

如诗歌电台、图书出版也销量丰硕。以北岛、西川等诗人领

头的豆瓣人文诗意类栏目《醒来》，以诗人读诗、诗人解诗

的方式进行，得到大批网友们的订阅。直接聆听诗人解读诗

歌，比购买纸质书籍更加引人注目。诗歌正在新媒体时代，

醒来。

诗歌以这样一种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反映着当代人们

生活的寂寞感。在诗歌中逃离功利，寻求精神的舒张。大众

也能参与到诗歌的评论中来。在线上交流诗意。

中国古典诗词，由于语言的隐晦，增添了理解的难度，

反倒没有新诗那么易于传播。所幸新世纪对人文传统的重视

逐渐剧增，为此，CCTV 央视也打造了《中国诗词大会》等

诗词节目。聚拢诗词爱好者展开诗词大赛，为普及国学起到

了典型的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以诗歌结合动画的形式，譬如中国唱诗

班推出的《红豆》《元日》等动画短片，将诗歌改编成动画，

令那诗中的美转化成细腻温婉的画面。本存在于想象之中的

形象，忽然跃然幕上，将简单的绝句律诗变成了一个个凄美

的故事。

4.2 新型时空 双向交流 

诗歌的传播面临着新途径、新氛围。一是空间，二是时

间，在新型媒体中，诗歌在这两面上均得到了扩展。

空间上的扩展，最明显的就是刊物和杂志，由文字语言

的阅读传播，转向电脑、电影、电视等新媒介的传播上。只

供阅读理解的诗歌文本，也增添了更丰富多彩的阅读方式。

有三行情书竞赛、听诗电台等互动活动，从各角度突袭人们

读诗的胃口。

诗人和读者的交流，也从单向扩展到双向，实现更加平

等的互动交流模式。这在于，21 世纪传播业的迅速发展，

让读者与作者的思想观念跨越时间与地点的鸿沟，得以在“地

球村”内交融。既别于印刷时代单向交流模式，也打破了农

耕社会口耳相传时代的闭塞与距离。思想置换的盲区减少了。

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诗人读者，无论海北天南，接受的讯息趋

于平等。这也许是21世纪新媒体时代对诗歌的最根本影响。

方便、快捷、迅速的传播，省略了编辑、校对、出版的

繁杂步骤，即刻享受当下的热点与快感。在这种模式下，部

分诗歌也疏忽走险，稍不留神走向粗制滥造的危险。在高速

发展的同时，严控质量也成了重要关卡，为免诗歌艺术在洪

流中丧失本真，还需拒绝粗制负面的讯息钻入诗歌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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