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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诗会”承继了现代沙龙式”读诗会”和当代课堂式“读诗会”的传统。
出发点是分享和交流诗歌阅读的喜悦．从阅读的视野关注诗人的思想和美学探索。
我们认为诗歌的阅读与看报纸、读散文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愿意正视这种区别．探讨诗歌阅读的途
径和方法，做一个比较自觉的诗歌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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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光明，1955年生。
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兼任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
已出版专著《散文诗的世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初版，1992修订版)，《怎样写新诗》(海峡文艺
出版社，1992)，《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20世纪中国现代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文
学批评的两地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等。
论文集：《灵魂的探险》(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面向新诗的问题》(学苑出版社，2(102)。
编著：《六十年散文诗选》(与孙玉石合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中外散文诗精品赏析》(花城
出版社，1990)，《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经典》(与孙玉石合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现代汉诗
：反思与求索》(作家出版社，1998)，《我们时代的文化症侯》(与胡越合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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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道德反叛与美学革新  ——李亚伟的《时光的歌榭》    诗歌理念和想象方式的变化  ——臧棣的
《反诗歌》    辰水笔下的乡村世界  ——辰水的《在乡下》(外1首)  数字的奇妙与困惑  ——杨过的《新
闻》    一首平庸而混乱的诗  ——君儿的《上山》    “批评家联席阅读”的意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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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开放诗歌的阅读空间　　关于“读诗会”　　林莽　今天的许题是怎样读新诗，是“读诗会”的
第一次活动后我们将和首都师范大学王光明教授合作，举办新诗的“读诗会”从2007年第1期开始，“
读诗会”也将作为我们刊物的一个专栏，每期有3～4个页码，谈一、二首诗。
对于新诗，“读不懂”的说法一直存在，作为诗歌的写作者和研究者，光听一些表面的话是没有意义
的。
我们想通过对话，讨论我们对新诗的理解。
今天在座的有《诗刊》编辑部的几位编辑，还有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后、博士和硕士生。
王教授是诗歌研究专家，“读诗会”最初也是他提议的，下面请王老师谈谈他的一些想法。
　　王光明①“读诗会”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交流诗歌见解、磋商诗歌艺术的平台。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可见诗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修养。
但是，把个人的修养变成一种大家磋商诗歌艺术、交流心得的平台，可能比个人的修养有更广泛的意
义。
我想，交流和磋商诗歌艺术可能和诗歌一样古老，自从有了诗歌以来，在诗歌的一些重要发展阶段，
都有许多人聚在一起，沙龙式交流写诗读诗的心得，探讨诗歌的前途。
在20世纪，“读诗会”这种形式一直是推动诗歌发展的重要动力。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跟他许多留学生朋友们互相交流，后来提出了“白话诗”的主张，后来像闻一多、
徐志摩他们的“读诗会”催生“格律诗派”的探索，再后来朱光潜先生主持的“读诗会”，对提高诗
歌的鉴赏力，培养纯正的诗歌口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读诗会”的传统一直在延续，一直延续到八、九十年代的北大中文系，可以说形成了一种传统。
现代汉语诗歌的发生，是几千年中国诗歌的一场非常重要的变革，它发展到现在，虽然有了一百多年
的历史，但怎样用现代汉语写诗，找到理想的话语方式，其实都还是一个问题。
写诗是一个问题，读诗也是一个问题。
一方面，很多人说不喜欢用现代汉语写的诗，说它不是诗，太简单，太容易；但是另一方面，又有许
多人说现代汉语诗歌太晦涩，读不懂。
什么是诗?现代的诗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怎样才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现代汉语诗歌?这些问题，既应该从
写作的角度探讨，也应该从阅读的角度来探讨。
我想，我们的“读诗会”就是希望从阅读的角度去探讨诗的基本问题。
20世纪以来诗歌趣味与古典诗歌的趣味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胡适他们倡导“白话诗”运动
以来，中国诗歌随着中国社会一起寻求现代性，在寻求现代性的过程中，现代汉诗一直在发展，一直
在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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