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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泉子编写的《诗建设(2012.8总第6期)》旨在通过持续关注与追踪致力于现代汉语精神与语言探索的诗
与人，通过一个时代的勇气与力量持续的积蓄，见证与完成现代汉语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与一个时代最
终获得救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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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开卷／于坚
于坚新作（6首）
于坚代表作（5首）
于坚访谈：答伦敦《玻璃杂志》俞洋问
朵渔：他体会过自由，明白善的意义——于坚文化心态略论
诗选
潘维诗歌（6首）
蓝蓝诗歌（11首）
陈先发诗歌（5首）
沈苇诗歌（7首）
廖伟棠诗歌（6首）
刘立杆诗歌（2首）
余笑忠诗歌（7首）
凌越诗歌（4首）
李曙白诗歌（7首）
谈雅丽诗歌（8首）
孙磊诗歌（8首）
魔头贝贝诗歌（1首）
谷雨诗歌（4首）
蒋伟文诗歌（7首）
空格键诗歌（11首）
唐不遇诗歌（2首）
心木诗歌（6首）
金辉诗歌（8首）
番禺路诗歌（6首）
泉子诗歌（9首）
跨界
寒碧：傅雷、黄宾虹与道艺人生——傅聪访谈录（二）
余华：鲁尔福的无边界写作
笔记
江弱水：曲曲弯弯三月三
陈东东：诗学札记
细读
倪志娟：爱，是一种关系——解读玛丽安·摩尔的《纸鹦鹉螺》
草树：罗羽：这个世界的罪名
建设
张曙光：诗的虚构、本质与策略
柏桦：从《白夜》到《雨夜》：一种“萨米兹达特”（Samizdat）式的新抒情主义
翻译
布莱希特诗选（17首）黄灿然译
戴维·康斯坦丁：政治诗人布莱希特黄灿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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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它导致了文艺复兴，但是文艺复兴，并不是对未来的盲目投奔，而是对欧洲自希腊以来历史的深
刻反省，并在希腊思想中寻获创造历史的动力。
80年代中国并没有全面地朝向过去反省历史，对“文革”的反省相当有限，对更久远的中国历史依然
是五四以来的否定态度，当现代化的铁流席卷的时候，一切都毫无抵抗地被裹挟而去。
　　俞洋：人们往往对学院派的诗歌作品和民间的诗歌作品有所争议，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于坚：学院派和民间的争论其实与中国特定的人文环境有密切关系。
它与其他地方的此类争论不同，它更多的是一种诗歌话语权的争论。
是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之间的争论。
学院在中国具有行政性质，它对话语权的垄断是制度性的。
诗歌批评家大多在学院。
民间和学院争论首先是谁来制定诗歌标准的问题。
90年代，学院某些教授通过国家文学史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开始编订圈子化的诗歌选本和文学史，民间
哗然，质疑之声不绝，这是争论的起因。
如果理解为那是阿什伯里与布考茨基的争论那就很可笑。
这其实是80年代以来起源于民间的先锋派诗歌对主流文化之拒绝的继续。
　　大多数诗人在学院以外，对于诗人来说，民间与学院的区分很勉强。
就对主流文化所造成的压抑感来说，所有的先锋派诗人都是民间的，无论他们身在学院与否。
口语和书面语，更重视西方文化的影响还是更重视中国经验和传统，导致诗人们在文本中处理知识和
历史的手段侧重不同，这也许是争议所在，但具体到每个诗人的全部作品，我以为中国今天很难说谁
是民间或者学院的。
中国有“通”的传统，被确定为某种单一的可以归类的风格，诗人们大约不以为是对自己写作的褒扬
。
　　俞洋：现代中国作家对诗歌持有越来越多的现代派的态度，您对这种现代派的态度有什么看呢？
　　于坚：在80年代，现代派是一种时髦和另类。
今天，现代派在中国写作中是一种存在，甚至已经有些过时、陈旧、传统化了。
现代派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以为这不是写作的目的，石涛大师说“笔墨当随时代”，他强调的是笔
墨，但是“笔墨”要写出的恰恰是那种“不随时代”的东西。
现代派诗歌从胡适们开始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汉语写作的一种合法存在，它不再是时髦了，它有自己
的小传统，而且继续在深刻地影响着汉语写作。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诗建设6>>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