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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哈尔滨是真火了。其爆红的经历无需再说，全
网哪儿哪儿皆有。线下的各式努力是显然的，且不说，毕竟，每
一座城市的旅游资源、人文特色、产业基础、突破路径都不尽
相同。但网络传播是今日城市“出圈”必经的路线，“尔滨”的
火，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反复琢磨、研究学习的传播现象。而
上一个拥有这种铺天盖地流量的城市，还是“进淄赶烤”的淄
博。事实上，也确实有不少文章将哈尔滨与淄博并称。所以，且
让我们看一看传播里的“尔滨”与淄博的一样与不一样。

一样的有二。其一，皆因突发的事件引发舆情。哈尔滨始
于冰雪大世界的“退票”事件。淄博则始于“大学生组团到淄
博吃烧烤”。其二，真正让城市火爆全网的，却是事件激起并
延伸的情绪价值与异域生活体验。

哈尔滨的“退票”新闻一出，冰雪大世界连夜诚恳发文道
歉，表示将进行深刻反思与整改。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有好事
者在社区平台分享“如何借此机会白嫖游乐园攻略”。往常网
友见惯了被欺负的游客和敷衍的官方账号，轮到哈尔滨的时
候来了个大转换。看着冰雪大世界“老实巴交”的道歉和另外
一面“得意洋洋”的面孔，网友们一众“怒火”和“同情”是怎么
都压不下去。于是，“南方小土豆”勇闯哈尔滨的故事开始了。
而后，则是哈尔滨多元文化的深度、欧陆风情的厚度、冰雪经
济的热度、哈尔滨人的温度，提供给游客们不一样的异域生
活体验。特别是“南方小土豆”“尔滨，你让我陌生了”“小砂糖
橘”“讨好型市格”“花式宠粉”等一系列网络热梗，更给了游
客们情绪价值的极大满足。

淄博的情绪价值与生活体验，则表现在“烤炉+小饼+蘸
料”的烧烤灵魂“三件套”带来的“有滋有味的烟火气”，以及
其后的“人情味儿”“政通人和”和“有温度的城市”。

事实上，网络初红，淄博是“白天鹅”式的红，哈尔滨却是
“黑天鹅”式的红。但无论哪一种红，终究是红了，网络流量给
到了。所以，公众号“传媒茶话会”总结出的经验第一条就是

“抓住热点，借势传播”。这恰是提醒我们，不要陷于过往的
“怕出事”的思维惯性，而要建立“出事就是好事，坏事也能把
它‘掰’成好事”的全新宣传思维模式。特别要学哈尔滨，捕捉
到“火”，并用“受宠若惊”的谦恭、坦诚和热情接住这把“火”，
然后努力让这把“火”转向正向，并烧得更旺、更持久，更让人
觉得这里配得上这把“火”。

另一方面，则是现代旅游的需求点、游客群体的消费心
理已然变化，提供情绪价值、生活体验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
竞争力，这一点，无需多谈了。

不一样的有三。主要体现在网络传播中三组热词的对
比。第一组是“泼天的富贵接住了”与“有滋有味的烟火气”；
第二组是“花式宠粉”与“人情味儿”；第三组是“讨好型市格”
与“服务型政府”。而这三组对比，恰是哈尔滨需要警惕与转
型的。

无疑，哈尔滨的三组热词，简单粗暴。或许，这与“尔滨”
一开始是“黑天鹅”式的红，需要在重围中扯开破口突出去有
关；这也与今日网络传播更加碎片化、更加极端化相关。它不
需要过多的思考，不需要多么有深度，只需要以极具眼球冲
击力的“爆点”在极短的时间击中网友的某个情节，激化放大
网友的某种情绪，传播就成功了。包括那些“小土豆”“小砂糖
橘”式的萌化梗语，更体现了今日短视频横行的网络时代，以
语言视像化、“万物皆可萌”的方式引发病毒式传播的传播特
性。但这样的传播特性，简化了现实，也就烙印不深。来得快，
去得会更快。相比之下，“有滋有味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儿”，
则能让人品味更多，回味更多。

如果只是一次性的满足，这样的不同，并没什么多大的
区别。但关键在，现代旅游，更深一层的重要意义则在于，让
世界看到你这座城市、了解你这座城市并进而爱上你这座城
市；是以旅游者的眼睛向世人展示城市的优质生活和公共服
务，然后吸引人，人吸引产业，产业创造繁荣。此时，“讨好型
市格”与“服务型政府”的不同，就体现出来了。事实上，城市
转型、产业发展，哈尔滨与淄博都密集在做。淄博的“服务型
政府”可以很好地延续并进一步深化建设。但“讨好型市格”，
则失去了做人做事的立场。在舆论场立这么一个“人设”或

“市设”，极容易在突如其来的某件事上一下“翻了车”。
如是，淄博的网络传播，为其后续的城市发展包括招商

引资，打下了一个极好的基础；但哈尔滨，则亟需再来一个宣
传热点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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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山牧歌到长江万里从天山牧歌到长江万里
——追思著名诗人闻捷

刚刚过去的 2023 年，是著名诗人闻捷诞辰 100 周年。“文革”中闻捷受到迫害含冤自尽，年仅 48
岁。闻捷籍贯镇江，曾在家乡丹徒生活工作，所以，镇江人对这位杰出诗人的缅怀之情在去年达到了
新的高潮。1月13日，正是闻捷去世53周年祭日，笔者谨以此文对他作一次全面概括性追思。

突出的成就是大量优秀的诗作

闻捷代表性诗集有《天山牧歌》《复
仇的火焰》《河西走廊行》《生活的赞歌》

《长江万里》等。这些优秀诗作成就了
其在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地位，是新中国

“十七年文学”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使之与贺敬之、郭小川、李季等诗坛主
力人物齐名。

《天山牧歌》是闻捷的成名作，不仅
是一部当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反映兄弟
民族现实生活的优秀诗作，而且在当时
大多数老诗人尚未从旧时代的氛围中
走出，因而找不到适合新时代要求的写
作方式时，闻捷凭借其思想感情、生活
阅历、艺术素养、青春活力的独特优势，
建立起一种既符合时代要求，又深具个
人风格的抒情模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
诗歌美学，使作品在当时流行的书面化
的、带有翻译体味道的新诗语言之外，
找到了一种自然清新的诗歌语言，呈现
出一种新的风貌，新的特质。这给当时
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从而赢得
新时代读者的喜爱，又对新诗的形式建
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复仇的火焰》堪称诗人一生中最
重要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其高超的叙事
才能。几条情节线索的并行与交错，社
会各个阶层的众多人物的刻画，使长诗
具有宏伟的史诗性质。而且，采用四行
一节的民歌体和民歌中常用的重叠句
式，部分内容的语言富有民族韵味的音
乐美，形象传神、比喻生动贴切、节奏明
快活泼。被评论界认为“在中国新诗史
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开拓性意义”，为自

由体或半自由体诗歌与民歌等中国传
统因素结合做出了贡献。

1962年，闻捷经组织安排回到丹徒
挂职，《长江万里》即这个时期的作品。
五个片段一经在报刊发表，立即引起较
大反响。人们预感这将是闻捷第三部
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其在内容上，以中
国三千年浩荡起伏的历史为经线，以长
江流域两岸百万平方公里山河变迁为
纬线，打算交织成一部数万行抒情长
诗；在诗艺手法上，作了大胆探索，运用
自由体长短句，以大手笔来写长江，节
奏时急时缓，自由流动，形成一种浩浩
荡荡气象，借华夏母亲来歌唱三千年的
中国，力图做到艺术手法的多样与丰富
深厚的内容统一。

纵观闻捷的诗作，不同的年代、不
同的主题，有不同的艺术特点。但与时
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为新中国、新社会
高唱赞歌，始终是其诗歌最亮丽的底
色。他在给友人的一封回信里说：“我
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每
日每时都涌现出很多新的人物、新的事
迹，这正是需要诗人来讴歌的。”而且，
他总是善于把“叙”与“抒”完美融合起
来，把具体情境融入诗歌中，歌颂新生
活。即使是“诗体小说”的叙事诗，亦热
情如火，自始至终激情灌注，时不时把
浓烈的感情融合在精心描绘的“画面”
之中。抒情、写景、叙事在诗中有机结
合，互相映衬，使全诗的主题获得充分
的表达。因此，他的作品至今一直被人
们深情地吟诵。

一位具有斗争精神的坚定战士

结束以后》等几首诗的成因。
在甘肃工作期间，闻捷积极参加当地群众

改山治水的劳动，用真心感受这块土地上的人
民和他们的生活，写就《河西走廊行》这部诗集
及其他一些诗篇。在家乡挂职时，为酝酿创作

《长江万里》，他深度挖掘劳动青年们的生活素
材和他们的思想感情，在一座沙洲上与劳动者
们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同劳动了 20天。他还
多次受邀赴南京大学等地作报告，强调“诗人

再伟大，如果没有人民给他一点诗意，是无法
成为诗人的”等创作观点。

闻捷就是这样，把人民大众朴实真挚的情
感，深深融化在自己的灵魂里，把对党的忠诚、
对人民和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全部凝聚
到他的笔尖，熔铸进他上千首诗的文学、各类
体裁的文艺作品和无数的新闻作品。像他诗
中写的一样：“献出我诗人的歌喉、赤子的心，
一个战士的全部忠诚。”

自学成才，最终成为杰出的人民诗人

与贺敬之、郭小川、李季等参加革命之前
均具有较高学历不同，闻捷的学历，恐怕除了
在家乡读的“高小”，就是在陕北公学文艺工作
团的一段边工作边进行的学习。他4岁丧父，
自幼家境贫寒。抗战爆发时，年仅十五六岁，
他来到南京在一家煤店当学徒。1938年，流
亡到武汉参加抗敌演剧队。在同志们的影响
下，经常阅读能得到的进步书籍和中外文学名
著，有时也悄悄练习写作。闻捷从一个爱国青
年迅速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文艺战士。

到了延安后，进一步刻苦学习理论，钻研
演剧技巧，在当时演出的中外名剧中，担任过
不少重要角色。他还学会了戏剧创作，任陕北
文工团创作组组长，写了秧歌剧《加强自卫
队》，还创作了大型革命历史歌剧《翻天覆地的
人》。在《边区群众报》社工作时，他在窑洞里
的油灯下，通宵达旦地写稿、改稿，稍有空闲时
间，就认真读书充实和提高自己。转战陕北期
间，三天两日行军，途中跋山涉水，他伏在马背
上或自己膝盖上疾书文稿。不定期出版油印
小报，刻钢板等很多事需要亲力亲为，生活十
分艰苦、劳累，但是，他不叫苦不怕累，干一行
钻一行。“闻捷”这个名字，就是干了新闻之后
取的。他是那么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如饥似
渴地勤奋学习，在写作《翻天覆地的人》的时
候，就有过咯血，最终患上肺结核病。

在任新疆分社社长期间，既无副社长，也
无采编主任，各项工作都得管。他处理记者稿
件从不吝惜时间，为了突出主题，升华思想，常
常大动“手术”。改得看不清楚时自己抄写后
再改，稿件一经他的手，无不增彩添色。工作
之余，统筹兼顾，从事诗歌创作，经常是通夜赶
写《天山牧歌》和为拟写的《复仇的火焰》等长
诗做准备工作。

由于超负荷运行，闻捷肺结核再次复发，
1953 年夏天，新华社让他回北京总社养病。

他休养身体的同时笔耕不辍，由于给《人民文
学》的一组投稿，全部刊用，而被调到中国作协
工作，成为《文艺报》记者。在甘肃期间，他也
除了工作就是写作。其间，出版《祖国！光辉
的十月》《东风催动黄河浪》《河西走廊行》《复
仇的火焰》《生活的赞歌》等。

1961年闻捷调回北京后，即投入精力完
成《复仇的火焰》第二部的修改，第三部的草稿
也大多定型。不久，他生了一场大病，怀疑是
恶性瘤，动了手术，经过病理切片，最后虽然确
定为良性，但他终究担心自己的身体，他想换
换环境。于是请求调动并得到批准，至上海市
作协从事专业创作。

1962年 10月至 1964年底，他到家乡体验
生活，挂任中共丹徒县委常委。空余时间，他
最喜欢逛书店，特别是当时离县委大院不远处
的镇江市古旧书店，闻捷是常客，经常成捆购
买，尤爱中外名著，选购的过程甚至忘了饭
点。下乡工作，也不忘到供销社的书柜看看。
为了写《长江万里》，他大量查阅《舆地志》《水
经注》《丹徒县志》《镇江名胜古迹》等历史地理
资料和各种民间传说。

闻捷在艺术上对自己要求很高。1948
年，闻捷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一篇文章
如果只想到怎样写才能写得美是不够的，必须
写得深。有了文字的美加上思想的深，才能更
感动人。要做到这点，就要更深地去体验各种
生活和更好地学习理论。”1962年 12月，在作
协江苏分会一次诗歌座谈会上，闻捷指出：“思
想庸俗就没有诗。”

闻捷就是这样一位勤于读书、勤于思考、
勤于体验各种生活的人，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
思想和理论水平，使得他即使描写爱情，也总
是能与劳动的热忱、建设的激情和爱国主义精
神交织在一起，因而他的情歌具有丰富的社会
内涵。

1978年闻捷得到平反昭雪，上海市
文联、作协为他召开追悼会。中宣部、
文化部等单位以及王震、习仲勋、茅盾
等领导同志送了花圈或发唁电。巴金
主持闻捷骨灰盒安放仪式。

1938 年底，闻捷即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0年9月到延安陕北公学文工团
边工作边学习，后在陕北文工团工作。
他说过，“当年奔赴延安，是为了追求真
理、奔向光明，像一个失散的儿子得知
母亲的所在，欣喜若狂；不怕艰难地奔
往母亲温暖的怀抱似的奔往延安。”展
露写作才能后，转到《边区群众报》社工
作，从此走上把一生献给党的新闻宣传
和思想文化事业的道路。

闻捷对党绝对地忠诚。1950 年 3
月，新疆和平解放刚刚几个月，各方反
动势力做最后挣扎，社会情况相当复
杂。时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采编主任
的闻捷，受命随军进入新疆，有针对性
地进行宣传报道。近一个月时间，他深
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为新华社制订报
道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1952 年元
月，闻捷被任命为新华社新疆分社社
长，重返新疆至翌年夏末调回北京总
社。一年半多的时间，分社工作取得全
面突破。

1957年冬，闻捷和李季响应党的号
召，由北京来到甘肃工作，负责筹建作
协兰州分会，李季任主席，他任副主
席。1958 年盛夏，朱德副主席视察甘
肃，闻捷奉命随同全程采访，与其他同
志共同完成了特写《难忘的十五天》，留
下了一份珍贵的革命领袖史料。

“文革”期间，闻捷和妻子受到迫
害，他的三个女儿受到歧视，常常为此
感到苦恼。他经常给远赴黑龙江插队

的两个女儿寄报纸、杂志，在信中劝导
她们：“我们要相信党、全心全意地接受
考验和锻炼。对于党，哪怕有一丝一毫
的埋怨情绪都不该有。”

闻捷的心中装着人民。他深得毛
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
神指引，用实际行动拜群众为师，善于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鲜活生动的民
间文化中汲取养分，写出人民大众喜闻
乐见的各类作品。

《边区群众报》先后成为陕甘宁边
区党委、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其受
众定位是陕甘宁边区基层干部群众。
1945 年闻捷任编辑、记者组组长。为
此，他经常下乡采访，将散落在民间的
各种故事和回荡在风中的民间曲调变
成他写作和创作的生动素材。该报还
注重依靠群众办报，闻捷因此经常和边
区基层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此过程中组织通讯员写稿。所以，每
次回到报社的窑洞，大部分时间是修改
编撰带回来的通讯员稿件。他还在文
艺副刊《万花山》发表他创作的通俗故
事、连载小说等，文笔生动有趣，深受群
众喜欢。

在新疆，闻捷深入果园、牧民帐篷，
在天山风雪里跋涉奔波。有一次，他谈
到《晚霞》创作时说：“这不是我的诗，是
哈萨克牧人的诗，我只是把它记录下
来。”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他在巴里坤
一个牧人家里做客，他们偎坐在帐篷
边，那牧人指着天上变幻无穷的晚霞，
说那片霞光像牛羊，那片云霞似马，那
片云霞又像骆驼，说得又迷人又多情，
简直让他如醉如痴，心驰神往。他一边
听一边记，一首《晚霞》便自然产生了。
他还引申开来，谈到《夜莺飞去了》《舞会

走到哪里，都留下高尚的人品

所有回忆他的人，闻捷都被描绘成性格开
朗、襟怀坦荡、热情澎湃、谦虚和蔼，对同志充
满友谊关怀等形象特征。他经常主动敞开心
扉与同事们说说笑笑。对待年龄小于自己的，
总是兄长般关怀备至，并能倾听不同意见。

在甘肃工作期间，正好时值三年困难时
期。他十分关心同志们的生活，有一年春节，
想方设法给同志们补充一些营养，使大家过了
一个食有肉的大年。他与李季相互配合、紧密
团结，将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工作搞得有声有
色。对群众来稿，对工农作者和青年作者的培
养，也十分在心，能帮助修改以达到发表水平
的，都尽量帮助修改，并写出推荐意见。

他爱自己的妻子杜芳梅。1957年，他听
说妻子在反右时受到冲击，对她说：“即使你成
了右派，你还是我的好妻子！”杜芳梅自杀去世
后，闻捷征得孩子们的同意，将小女儿的名字
改名，放进一个“梅”字，以表永远的思念。

闻捷爱自己的孩子。“四人帮”第二次对其
下毒手时，他身边仅有的亲人是他的小女儿。
闻捷身心受到的折磨和打击，已经使他变得十
分憔悴、苍老和痛苦。然而，那些日子里，他从
未耽误过孩子的一顿饭，直到含恨离开的前一
分钟，还写了纸条，把孩子的生活安排妥当。

闻捷热爱家乡。在长篇组诗《长江万里》
中，他强烈地流露出对长江边的家乡的热爱和
颂扬。1963年1月，闻捷参加中共丹徒县第三
次代表大会时，用诗的语言饱含深情地发言：

“我们的祖国无限美好，处处都承受着太阳辐
射的光芒；但是在跋山涉水的游子心中，最偏
爱的地方还是家乡……。”这首诗《我的发言》
发表在2月1日《新华日报》。

诗如其人，人如其诗。李季在为《闻捷诗
选》作的《书后》里写道，“英姿勃勃，热情开朗，
盈溢着才情的奕奕眼神，把他内心的一切，都
展露在我们面前。”

“人民不朽，人民诗人永生！”“永忆解放
日，常思闻捷时。君名耀诗史，大地留大诗。”
这分别是 1993年、2013年贺敬之先生为闻捷
七十诞辰和九十诞辰所作的题词、题赠的一首
诗。他在信中写道：“闻捷同志是优秀的人民
诗人，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的诗歌不仅是过去年代的历史足音，在今
天，仍然是启人心灵、催人奋进的时代新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