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是作者诗化了的生活感受
.

彭丽天
,

这位由闻先

生遨上诗之路的作者的诗
,

在艺术个性
、

艺术技巧
、

艺术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
。

象《别》这样的诗篇
,

显

然是师承闻先生讲究意境
,

追求
“
音乐美

,
的典型之

作
:

太阳照上山头了
,

令令

得得

我挽着马儿走了
。

得得

令令

我为什么踌绪
,

啊
,

莲那 ?

我忘 了什么?

我失落了什么?
,

我说不出
.

此景此情
,

加上一唱三叹的旋律和象声词的运用
,

把抒情主人公难以言说的别离
“
失落感

,
谊 染 出 来

了
。

《忆》诗画合一
,

绘画美特别突出
,

试看诗的后

一节
:

当你的撅后白发靠近 了夕阳的窗 口
,

静听有谁来敲这寂典的门户
,

想起往事就是愉悦的一续风
,

掀起无数重彩色的窗帘
,

光影里

飞起了那一只来回玄燕
,

是忆
.

这里
,

把抽象的情感活动
,

描成了一幅新软的图亩
。

在艺术的构思
、

想象
、

表现手法上都有新愈
.

闻先

生对此诗集的肯定
,

正是从诗歌艺术的发展角度肯

定它在艺术上的创新之处
.

闻先生在此 之 前 作 的

《烙印
·

序》 ( 1 9 3 3年 7 月 )
,

和在此之后作的 《西 南

采风录
.

序》 ( 1 , 3 9年 3月 )
,

都强调诗的社会价值
,

在四十年代作的《时代的鼓手— 读田间的诗》
,

更

是突出了诗在民族危难之际 的
“
战鼓

.

作 用
,

而 《晨

夜诗皮
。

跋》 侧重肯定其艺术
。

这表明闻先生 的诗歌

思想的丰富性
.

闻先生诗歌思想虽有前后期之分
:

由注重诗的内部特质 (如诗的
“
三美

, ,

诗中的时代精

神
,

地方色彩等》 )
,

转向强 调诗的外部社会价值
,

但《晨夜诗皮
·

股》 的出现
,

无疑给我们两点新的启

示
:

其一
,

对闻先生这样的大作家
,

要注意全面的

研究其论著
,

切不可仅仅根据部分文字作判断
.

其

二
,

对闻先生这样影响较大的作家
,

要注愈发现那

些受其影响
,

与之诗风相近或相似的诗人和作品
.

《展夜诗皮
。

暇》及透着一股滋于言外的温爱
.

表现了闻先生对一个无名诗人的真切的关怀和无私

的支持
,

是我们研究闻先生文艺思想
、

诗欣理论
,

以及人格和品质的重要史料
.

《晨夜诗度
·

跋》

这是~ 个人六年中的成绩
,

其间也并未以全副

精力费在这上面
.

但这里有独到的风格
,

有种种璐

新的尝试
。

新诗在旁的路线上现在已经走的很远了
,

这里有着的几条蹊径
,

似乎都未经人涉足
.

正因旁

人不走
,

道上许太嫌冷落
,

所以这本书的出世
,

才

衬要我来凑凑热闹
,

说得郑重点
,

便是作个介绍
.

然

而奇怪为什么作介绍的乃是一个对走任何道都无兴

趣的人呢 ? 说来却是一段因缘
。

当丽天初碰见我的
`

时候
,

我对新诗还是热心 的
,

自己热心作
,

也热心

劝别人作
.

丽天之走上诗的道上来
,

总算是因为我

的鼓励而感着更起劲的
.

不料把他 (还有不少别 的

人 )邀到了那里之后
,
我自己却抽身逃了

.

我 之 交

节
,

虽有我的理由
,

但想起这些朋友们
,

总不免感

着一种负心的惭愧
.

现在丽天感意将已往的收获印

出以告一段落
,

便为替 自己赎罪计
,

我也不能不趁

此说几句话
.

也许这是 我对新诗最后 一次擂嘴的义

务罢 !

闻一多

民国二十六年
,

四月
,

六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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