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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讲述现代汉诗是现代汉语的诗歌。
现代汉语是古白话、欧化、文言甚至方言的混合体，它们分别参与了现代汉诗特点的构建。
白话文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去汉字化”的语言运动，导致了对诗性的轻慢；欧化改变了汉诗的诗形、
诗味；文言集中地体现了汉语的文字性，独具特色的意象、对仗、典故等均因此而生；口语是以声音
形式呈现的语言，口语诗歌呈现出反意象、叙事化的诗学特点。
现代汉诗应重新找回被轻慢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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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恒，男，1969年8月出生。
2008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
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曾在《文学评论》等专业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及其它科研项目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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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只在打破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
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故“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
”又反对‘雕琢粉饰’的诗”。
①“诗”与“文”在中国历来是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文体，二者的区别也首先体现在对语言的要求上
。
“文章”（散文化）的语言，应该是符合语法规则符合逻辑的语言，是“标准语”、“规范语”，而
口头语与诗歌语言则在不同程度上背离“标准语”。
尤其是诗歌语言，按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原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是专门反“标准语言”的，
其目的就是要挣脱逻辑的锁链，驱赶理性，让诗性现身。
反差如此之大的两种语言在胡适这里竟然握手言欢忻合无间。
结果如何呢？
任叔永早有评价：“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
盖诗词之为物，除有韵之外，必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词句⋯⋯”②不仅白话不是诗，白话文不是
诗，即便是有韵的白话文，如果缺少“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词句”也不是诗。
“诗的情思是特殊的，所以诗的语言也是特殊的。
每一种情思都只有一种语言可以表现，增一字则太多，减一字则太少，换一种格调则境界全非。
” 第三，胡适的白话文理论还忽视了说话与作诗，即口头语言与诗歌语言的距离。
 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
话诗不可。
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
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
怎么说。
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
 这段话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诗歌语言的形式问题；二是口语与诗歌语言的问题。
诗歌语言的很重要的表征就是其形式，反过来说，诗歌语言与口头语、书面语相区别开来的最明显的
标志正在于诗歌语言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语言。
诗人能够“把普通言语之石点化为诗歌之金”，是“因为诗人有一种特殊的禀赋，能把日常语言的抽
象的一般名称掷进诗的想象的熔炉，铸出新的样式。
由此他能够表达一切具有无限细微差别的情感，欢乐和悲伤、愉悦和苦恼、绝望和狂喜等别的表达方
式不可及的和说不出的微妙情感。
诗人不仅用情感描绘，还形象地显现了我们最深的情感。
这是诗的特权，同时也是诗的局限。
由此可知，我们称为诗的意境的东西，是不能和他的形式区别开来的。
”诗歌语言应该是有形式的语言，就整首诗而言，至少是分行书写的，有韵的；就每句诗而言，也要
将文字约束在“五言”、“七言”或词牌、曲牌之中。
诗之为诗，正在于诗的语言是高度形式化的语言。
威廉斯的《便条诗》就是明证。
中国人的思想里，历来将内容与形式对立，有重内容轻形式的趋向。
具体到文学中，如果强调“怎么写”，则往往会背上“形式主义”的恶谥。
相反地，如果忽视形式，强调“写什么”，强调内容，则可佩上“现实主义”、“人民性”等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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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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