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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台湾新世代诗歌研究》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研究台湾新世代诗歌的专著。
《台湾新世代诗歌研究》采取整体性与综合性的分析方法对台湾当代诗歌进行断代研究，突破了海内
外学界关于台湾新世代诗歌的“个案型”研究，在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的流变中对其进行“整体性”
把握，进而描绘出新世代诗歌在20世纪后30年的主要思想成就、诗学建构和运动轨迹，阐明它在台湾
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诗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通过回顾、总结和研究“台湾新世代诗歌”的历史进程、精神走向及其演化规律，把握其独特的社会
意义和审美价值，进而为两岸中华汉语新诗的最终整合提供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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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金城，1963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
先后就读于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
。
曾任教于黑龙江省呼兰师专中文系，现为福建闽江学院中文系教授。
出版专著《守望家园：大陆与台湾文学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在《复旦学报》、《中国
人民大学学报》、《台湾研究集刊》、《当代作家评论》、《诗探索》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等转载。
曾获哈尔滨市优秀教师、北师大优秀博士毕业生称号；两次获得黑龙江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独立主持并完成省级科研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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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绪论一、“世代”视角与台湾“新世代”二、诗学传统与“代际”特征三、研究现状及本书
理路第一章 文化中国与地理台湾第一节 民族传统与乡土现实第二节 民族与传统的精神根系一、史诗
品格与民族精神二、文化原型中的反思三、古意重铸与“乡愁”想像第三节 乡土人生的艺术再现一、
土地的坚定守望二、底层民生的人文关怀小结第二章 都市精神与后现代状况第一节 多元诗歌空间的
拓展第二节 都市精神的现代体验一、都市诗理论及其评述二、都市生存经验与传达第三节 颠覆中心
的文化立场一、消解深度的诗思理路二、多维向度的艺术策略小结第三章 生活美学与身体修辞第一节
颓废思潮的世纪轮现第二节 生活的庸常美学一、消解生存意义二、张扬末世情绪三、认同俗世乐趣第
三节 身体的欲望修辞一、男性视域下的身体想像二、女性感受中的身体叙述小结第四章 流变中的诗
学建构第一节 艺术思维观念的转变第二节 诗歌语言的变革一、语言风格的变化二、语言资源的开发
第三节 形式的实验与创新一、格律形式探索二、视觉美学实验三、诗歌文体革命小结结语参考文献附
录 台湾新世代诗人小传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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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中国与地理台湾　　70年代初期开始，当大陆诗坛还浸淫在伪浪漫主义创作中时，
台湾诗坛却再度发生转型，现实主义渐渐取代现代主义而一跃成为诗歌创作主潮。
其中，新世代诗人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们纷纷创办诗社，出版诗刊，发表艺术主张相近却又有所差异的诗歌宣言。
他们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集中体现在“文化中国”的书写和“地理台湾”的表现两个精神向度上。
　　第一节　民族传统与乡土现实　　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之所以在70年代成为诗界主流，独领风骚，
既有外部的社会现实原因，也有艺术创作本身的内部原因。
　　从外部原因来看，主要是岛内岛外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对诗坛冲击的结果。
关于这一点，笔者在绪论中已有详述。
从文学内部来说，现实主义诗潮的出现，是对现代主义诗潮的一种反拨。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当某种文艺思潮或文学运动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时，另一种新兴的文艺思潮或
运动便会涌起并取而代之，这是文学史上常见的规律性现象。
欧洲中世纪文坛经过一千多年扼杀人性的神学统治之后，于13到16世纪出现了强调人文主义精神的文
艺复兴运动，但因其过分张扬人性特别是人的感性欲望，于是17世纪又出现了主张理性的古典主义思
潮，接下来便是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等。
就20世纪中国大陆诗歌发展而言，文言诗衰而白话诗起，白话诗过于浅白，则出现了追求谨严的新格
律诗和以意象象征为架构的象征诗。
30年代现代派诗脱离现实的纯诗和淡化艺术的革命诗走向极端后，又有九叶诗派综合人生和艺术的诗
歌出现；50年代以降粗浅平白的诗风压倒一切，于是又孕育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含蓄委婉的朦胧诗，
而“第三代”（先锋诗歌）又对朦胧诗进行反叛和超越。
这种后浪推前浪的方式既符合事物发展的运动规律，也有利于艺术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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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何一种快乐，转变成哀歌？
如何一种欣愉，转变成寂寞？
自空间里回首，找不到自影；自时间中前瞻，照不见前尘。
我是谁，何处是灵魂的归宿？
谁是我，何处是诞生的源头？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台湾新世代诗歌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颇为扎实的理论著述。
作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使自己的论述建立在坚实的史料整理基础上，显示出严格的学术训练的
根柢和严谨的学风，开拓了台湾诗歌的研究领域。
　　首都师范大学博导　吴思敬　　对台湾新世代诗歌这一诗歌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台
湾诗歌乃至汉诗的发展变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沈阳师范大学博导　孟繁华　　对“台湾新世代诗歌”进行系统性整体研究，这是一个极富挑战
性的论题。
作者的论述无疑具有相当的新意和概括力，显示出作者较为广阔的文化和理论视野，良好的学术训练
以及对诗歌形式的敏感性。
　　清华大学博导　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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