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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变动、修辞与想象:中国当代新诗史写作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和反思中国当代新诗
史写作（对生发于1949年之后的新诗历史的书写行为）的理论著作。
作者采用关键词的作法，从显豁而难解的问题意识出发，将当代新诗史构建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提取出
来，并进行切片式的剖析与反思。
《变动、修辞与想象:中国当代新诗史写作研究》以既有的当代新诗史和当代文学史的新诗部分作为阅
读和省察的起点，重点辨析与反思当代新诗史写作实践的“当代性”、变动性与历史性、修辞性之间
的冲突。
《变动、修辞与想象:中国当代新诗史写作研究》对当代新诗史写作的文学制度、口述历史、期刊（民
刊）、诗选年鉴以及教育机制等问题也进行了学理性考虑与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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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要从事新诗史学及新诗理论与批评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被学界称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自由批评家和诗人批评家的代表之一”。
著有《尴尬的一代》、《中国诗歌通史》、《一个人的和声》等。
曾获得新锐批评家奖、“诗探索”理论与批评奖、新死亡诗派年度奖、“诗选刊”2012年度批评家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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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当代新诗史写作的可能与问题 第一章变动与差异中的新诗史写作 第一节“重写”视阈中的新诗
史 第二节叙事场域中的十七年诗歌 第三节差异性的历史分期 第四节诗歌观念与新诗史写作的范式转
换 第五节《中国当代新诗史》与《回顾一次写作》 第二章当代新诗史写作的史料问题 第一节新诗史
料工作与研究状况 第二节“地下”诗歌的系年问题 第三节新诗版本 第四节史料对新诗史写作的纠正
与补充 第三章新诗史命名 第一节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与七月诗派 第二节归来者诗群、前归来者
与新归来者 第三节朦胧诗派或新诗潮等相关命名 第四节潜在写作（“地下”诗歌、潜流诗歌）或前
朦胧诗 第五节朦胧诗之后：错乱的命名 第六节新诗史的代际命名 第四章当代新诗史写作的经典化 第
一节经典研究的审美自主性和文化研究 第二节世纪末的经典化焦虑与经典重构的文化想象 第三节食
指在新诗史写作中的经典化 第四节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及女性诗人的命运 第五节《今天》：诗歌传
奇的经典范本 第五章新诗史叙事中的朦胧诗 第一节从白洋淀、《今天》到朦胧诗 第二节朦胧诗人的
认定 第三节从边缘到中心的北岛 第四节为新诗史所青睐的诗人：舒婷 第五节顾城：塑造的“童话诗
人” 第六节新诗史写作中的朦胧诗反思 第六章“另一类的历史叙事” 第一节重审新诗史的写作模式 
第二节美学与本体性视阈中的书写 第三节见证式（细节）新诗史 第四节诗人的述史方式：《旁观者
》与《左边》 余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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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当代”写史？
写作“当代”史？
 新诗史写作由于都是“当代人”对前此或当下的文学史现象进行叙述，那么时间问题就是任何文学史
家都难以回避的。
甚至对于当代人写作当代史而言时间性一直是聚讼纷纭的话题。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根据美国心理学家莱曼的调查认为，由“历史记忆”（文学史、百科全书
、教科书、学术论文等）所记住的作家，大概只占发表作品的人的百分之一；而“当代”（近30年左
右）与过去的作家被记住的比例则大抵是一比一。
因此文学史叙述的现象越靠近文学史家所生活的年代，就越有可能成为一大篇作家作品的目录。
这无疑给“当代”写史提出了挑战。
 当代人写作当代史一直受到诸多苛责，而当代新诗史写作由于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其话语行为所面对
的时间压力就愈为显豁。
早在1985年即有过一场关于“当代”宜不宜写史的争论。
当时众多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对当代文学史写作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普遍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实践落
后于现代文学史，认为“当代”不宜写史。
即使是长期从事当代新诗史和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的洪子诚也认为当代文学史写作“在这20多年中，确
实问题不少，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大概还是可以成立的吧？
” 长期以来文学史不仅被视为是一个时期文学思潮、流派、社团和作家作品的整体描述，而且更应是
对文学发展规律、内在动因的一种“真理”揭示和客观总结。
那么文学史的书写行为就不单是一个历时性概念，更是一种本质性的认知方式。
基于此，当代文学史写作却恰恰是与文学发展同步的，过于迫近而缺乏理性和必要历史高度的观照。
如果我们将文学的历史叙述看作一种暖昧和闪烁不定的文学时间之流转换为传承文化的知识空间，那
么置身于运动变化的时间中，你如何审读未经沉淀的文本、观念和文学活动并经由分类活动转化为空
间性、主题性的排列？
当代文学史是否可以遵循一般文学史的观念和模式，划分时期，厘定等级、分配荣誉、树立典范？
它在参与文学传统的构造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具有怎样的历史功能？
确实，当代新诗史写作由于其写作的当代性质而有着相当的特殊性以及大量的难题。
任何一位当代人欲写作20世纪的历史，都与他所处理的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远为不同。
当代人写作当代史，由于当事人的身份使他在处理材料、观看历史的角度以及叙述方式上都有着特殊
性或者某种局限性。
文学史写作和研究都不能离开当代的审视，而过往的文学与当代文学又是不可分割的。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而一个应该引起足够关注的文学史写作问题是，为什么同样是对于“当代”写史，却对1949年前的现
代文学史写作和1949年后的当代文学史写作持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
回溯文学史写作历程，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新诗的草创和发展，新诗史写作与研究也一
直与之相伴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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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变动、修辞与想象:中国当代新诗史写作研究》以既有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和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大陆
新诗部分（1949年以降）作为阅读和省察的起点，以期通过对新诗史构建过程中相关问题的辨析与反
思引起今后新诗史写作与研究的注意。
之所以还要关注一般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关于当代新诗的叙述，这是因为自新诗诞生迄今作为专体史
的新诗史著作并不多见，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处于写作的空白期，而同时期的文学综合史写作却在时断
时续地进行。
尽管这些不同时期出现的当代文学史对新诗叙述存在种种问题，但是对新诗史写作仍有着不可忽视的
影响和参照作用。
限于中国当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狭隘的诗歌美学和文学史观念的影响，当代的新诗史写作不能不
带有显豁的意识形态症候和限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变动、修辞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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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