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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术文库(第1辑):现代汉诗论集》从不同侧面聚焦“现代汉诗”的基本问题，
认真探讨它凝聚矛盾分裂的现代经验和文化价值的追求，研究它在相当矛盾、混乱、模糊的经验与语
言背景中。
经由“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重建象征体系和形式秩序的意义。
“现代汉诗”是现代汉语诗歌的简称。
它是一个与中国“新诗”进行对话的诗歌概念。
作为中国诗歌寻求现代性过程中建构自己的一种话语形式，“现代汉诗”将“新诗”与“旧诗”的不
同。
理解为代际性文类秩序、语言策略和象征体系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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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光明，1955年生于福建武平县。
原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99年调入首都师范大学任教，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
歌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著述有《散文诗的世界》《怎样写新诗》《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20世纪中国现代诗》《
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灵魂的探险》《面向新诗的问题》《首都师范大学
文艺学学术文库(第1辑):现代汉诗论集》《中外散文诗精品赏析》《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二十
世纪中国散文诗经典》《开放诗歌的阅读空间》《市场时代的文学》等。
主编2002年以来的《中国诗歌年选》，参编国家级规划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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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 现代汉诗：1898—1998 “新筑诗中大舞台”：“新诗”与晚清“诗界革命”的历
史纠缠 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论90年代的中国诗歌 中国当代诗歌观念的转变 
形式探索的延续 “归来”诗群与穆旦、昌耀等人的诗 “朦胧诗”与北岛、多多等人的诗 “新生代”
与海子等人的诗 两地呼应的现代主义诗潮与余光中、洛夫、崑南的诗 近年中国诗歌：过渡时期的延
续 近年诗歌的民生关怀 闻一多的意义 “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 蔡其矫与
当代中国诗歌 主流以外：林以亮的诗歌批评 “失养者”的追寻：叶维廉的诗学批评 附录 知识分子的
事业格式与角色认同 从批评到学术：我的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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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更有诗学意义的，还不在于这些诗歌包容了矛盾、悖论和丰富性，更在于获得了处理这类
经验与感觉的方法与技巧，一种面对社会转型时期体制话语与个人话语的纠缠迎拒状态的有效语言手
段。
任何艺术，倘若没有方法与技巧上的自觉和成熟，都可能是偶然的，无法被传统分享的。
而方法与技巧的意义，在诗歌中也远非只有单纯的技术意义，不只是实现内容的工具，而是发展与更
新内容的艺术机制，是内容的有机成分。
事实上，90年代诗歌对矛盾复杂现实和个人感受的包容，主要是通过反讽与叙事性等手段来实现的。
没有矛盾复杂的感受和意识，就无包容可谈，而没有相对应的形式与技巧，所谓的包容、多元性就是
一句空话。
在诗学的意义上，只有个人品格的包容性，以及感觉和趣味的解放是不够的，假如它要在诗歌中被实
现，就得同时拥有整合它们的艺术手段。
 不是好诗都出自反讽与叙事性，即使运用这些手段写作的诗人也不见得都运用得恰当。
因为艺术技巧对“内容”的具体转化，远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就如语言转化为话语一样，不仅跟
意图、趣味、个人气质有关，也与文类有关。
譬如反讽这种用以传达与文字表面意义迥然不同意蕴的语言策略，“是通过间接和并置的手法来表现
思想情感的艺术，它的成功依赖于有意识的轻描淡写，矛盾语，双关语以及其它运用机智来表现不协
调的方法”。
在单纯而激烈的人手里，容易变成一种讽刺。
不仅达不到统一矛盾经验，表现存在的多样性、悖论性的目的，反而助长了感情的泛滥。
而在只以才学为诗的人手里，由于得不到经验与感觉的平衡，则容易成为一种卖弄，变为文字的玄虚
游戏。
90年代中国诗歌中的反讽之所以有意义，在我看来，正在于平衡了过去较为单纯的反抗激情与复杂意
识的矛盾，经由语言技巧对感情的节制和疏导，强化了思维与语言的活力。
 作为一种可以分出许多层次的表现手段，反讽出现在不同年龄、不同风格诗人的作品中。
匡满的《今天没有空难》是一首针对性很强的诗，用的是语句反讽；而曲有源《责怪影子》、《游戏
烟卷》等诗，表面上是诗中说话者的自怨自艾，无聊、无奈，但在读者读来却是言非所指。
当然，反讽作为一种现代的语言策略，它所以与传统的赋、比、兴不同，与寓意、象征、隐喻也有所
区别，还在于它不只是通过意义转移的方式重新凝聚意义，获得“新”的意义；而是要解除单一意义
的禁锢，播散意义，释放意义的多元复杂性。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反讽与荒诞派和后现代主义如胶似漆的原因——他们总是以“冷漠”（火的冰？
）的旁观或不统一的视点呈现世界的分裂感和戏剧性，将反讽修辞上升反讽的结构。
在台湾，由于五六十年代就受现代主义洗礼，不少诗人对这种手段已掌握得相当圆熟，像夏宇的不少
诗作、陈斐雯的《带你们离家出走》、陈黎的《一首因啊在输入时按错键的情诗》、罗青的《论杜甫
如何受罗青的影响》等作品，堪称反讽佳作。
而在大陆，前文提及的于坚的诗也有结构的反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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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术文库(第1辑):现代汉诗论集》从不同侧面聚焦“现代汉诗”的基本问题，
认真探讨它凝聚矛盾分裂的现代经验和文化价值的追求，研究它在相当矛盾、混乱、模糊的经验与语
言背景中。
经由“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重建象征体系和形式秩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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