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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天涯》的主编，作为深刻地介入了当代思想状况和政治反思的诗人，李少君的诗中自然也折射
了社会思想和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议题。
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意识中或许正渗透了诗人的政治敏感。
但在创作这些生态诗歌之际，李少君的身份意识和政治认同都了无痕迹地化入了一种作为诗学的生态
主义思维之中。
本书《李少君自选集》收录李少君的诗歌100多则，另收录随笔文论8篇，小说5篇。

 《李少君自选集》是中国诗人自选集文库中的其中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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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少君，1967年生，湖南湘乡人，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
主要著作有《诗歌读本：三十二首诗》、《蓝吧》、《那些消失了的人》等，主要《21世纪诗歌精选
》等，主张的诗歌“草根性”已成为21世纪汉语诗歌关键词，现为《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作家协
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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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歌的地方化其实很早就有历史渊源。
在历史上，中国地方文化之多样性，就成为奇特的景象。
这首先与中国地形地貌之复杂性有关。
世界上最具有多样性的国家，仅从地形地貌上来说，只有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
这两个国家同时拥有沙漠、森林、大海、高山、冰川、雪地，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有，其他的国家
地形比较单一。
而我们都知道，文化与地形地貌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
我们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概念，中国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是在遭遇现代性危机，和西方
文化发生碰撞后产生的。
我们以前说文化，我们习惯性地说有所谓江南文化、岭南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乃至西
域文化、藏文化等等，为什么？
其实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中心始终在不断移动之中，从未固定在一个地方，这就造成了多元化的各
种文化互相竞争、相互融合促进的状况。
　　我个人认为这种文化的多样化及其自由竞争，恰恰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升华的
原因，其原由是常常在一种主导主流文化衰落后。
又有新的地方性文化注入新鲜因子，激发其内在活力。
所以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可以理解为其实说的是“礼”在当时的中心地区衰败后，可去偏僻
边缘地区寻找，那些地方也许保存有，并反过来反哺中心地区；近代最典型的例子是清朝的所谓“中
兴”，其实是湘楚文化拯救的，因为中心地区早已衰败。
当代诗歌正在恢复这一古老的传统，地方性诗歌及其团体及其活跃⋯⋯这样的局面与情况，与1980年
代确有不同，那时候朦胧诗一枝独秀，集中在北京，至第三代，情况稍有好转，但也还是只有四川、
华东两三个中心，四川诗人更是靠游走、诗歌串联来自创传播流通渠道。
如今，尤其是互联网诞生后，却是处处皆中心，反过来也可以说处处无中心，诗歌在各地顽强茁壮成
长，地方性诗歌团体如雨后春笋，向上争夺生存发展空间，充满生气活力。
地方性文化保留的元气、阳刚之气，野性，也正是当下萎靡不振的文化重新振兴所需要的。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少君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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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