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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的新诗评论绝大部分都在这里了。
翻阅之余，一则以喜悦，一则以忧惧。
喜的是，毕竟生活证明了，当年本着诗的信仰，为朦胧诗率真地抗争，义无反顾地坚守，已经为历史
所肯定；如今看来，其精神价值，不仅限于诗论，同时也不失为冲击思想牢笼的一枝响箭，这种超越
了纯诗范畴的价值，也许是历史最大的褒奖。
但是，这不但不能使我沉迷，相反，一种不可抑制的忧惧油然而生。
　　少年时代就立志以诗为生命，青年时代，更升华为以生命为诗。
在“文革”浩劫中，被困于绝望之中，除了读诗能给我一点生命的精彩以外，我作为一个活人的一切
感觉都麻木了。
那时，我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贫困得只剩下诗了；同时，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只要一打开诗，
就感到比任何凌辱我的左派在精神上要富豪。
1971年，有整整七个月的时间，我失去了自由，包括没有阅读的自由，我唯一的精神天国，就是打扫
厕所时偷偷得来的一本《西厢记》。
我舍不得一下子读完，秘密用发给我写交代的白纸，以仿宋体手抄，来从容滋润、激活我濒危的生命
的感觉。
灾难有多深，对于诗情的渴望就有多深。
对于诗歌艺术的忠诚，正是在灾难中养育起来的。
也许就是凭着这一点，时机一到，我就义无反顾，悍然为朦胧诗摇旗呐喊，冲锋陷阵。
当时那股傻气，那股疯劲，那种自信，真有一种不虚此生的甜蜜。
但是，回望近三十年的生命，仅有为朦胧诗辩护这么一点亮色值得自慰。
从那以后，也就是后新潮诗出现，在新诗进入新的探索时期以后，我就感到困惑。
我对诗的忠诚，对诗的理解，和我许多挚友不能达到高度的一致。
坚持我对诗歌艺术的信仰，就不能完全认同新一代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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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的新诗评论绝大部分都在这里了。
翻阅之余，一则以喜悦，一则以忧惧。
喜的是，毕竟生活证明了，当年本着诗的信仰，为朦胧诗率真地抗争，义无反顾地坚守，已经为历史
所肯定；如今看来，其精神价值，不仅限于诗论，同时也不失为冲击思想牢笼的一枝响箭，这种超越
了纯诗范畴的价值，也许是历史最大的褒奖。
但是，这不但不能使我沉迷，相反，一种不可抑制的忧惧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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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绍振，1936年生。
196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
　　1990年德国特里尔大学进修，1992年美国南俄勒冈大学英文系讲学，1994-1995香港岭南大学访问
研究。
　　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著作有：《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
和情感逻辑》《怎样写小说》《孙绍振如是说》《文学性演讲录》《演说经典之美》《直谏中学语文
教学》《名作细读》《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幽默心理和幽默逻辑》《幽默基本原理》《幽默谈吐
的自我训练》《漫话幽默谈吐》《你会幽默吗？
》等。
　　散文集有：《面对陌生人》《灵魂的喜剧》《美女危险论》《满脸苍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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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崛起论诗与“小我”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舒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给艺术的革新者更
自由的空气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论新诗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问题关于诗歌流派嬗变过速问题“后新
潮”诗的困窘与出路“后新潮”诗的反思诗论纷争：在个人承担和历史承担之间历史的裁决——朦胧
诗二十周年祭访谈录：我与“朦胧诗”的论争《新诗发展概况》写作前后第二辑 新诗评说论新诗第一
个十年论《女神》：从泛神论到“泛我论”和“无我论”序王炳根《少女万岁——蔡其矫传》序陈仲
义《现代诗创作探微》序俞兆平《诗美解悟》评秦岭雪：在古典美和当代美的冲突中悠游第三辑 经典
文本微观分析引言西方文论和中国经典的痛苦搏斗徐志摩《再别康桥》：无声的独享闻一多《死水》
：“以丑为美”的艺术戴望舒《雨巷》：缠绵情结的客观对应物郭沫若《天上的街市》：飘渺中的确
证卞之琳《断章》：超越抒情，相对性哲理冯至《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纪念没有印象的普通
人穆旦《春》：为青春的欲望寻求“归依”曾卓《悬崖边的树》：严峻的危机和精神升华的统臧克家
《有的人》：以生死格言抒情蔡其矫《雾中汉水》：情思决定红日朝霞间的因果舒婷《致橡树》和《
神女峰》：女性独立宣言北岛《无题》：对麻木和愚昧的决绝海子《麦地》：月亮下面的劳动颂歌第
四辑 诗学研究：诗歌审美的规范性与开放性第一节 概括意象中的感情优势第二节 诗的知觉量变和质
的转移第三节 诗的感受的三个层次第四节 心灵综合和直接抒情第五节 诗的想象第六节 诗的比喻与想
象的距离第七节 诗的整体结构第八节 诗的情绪节奏和语言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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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闻一多追求诗的建筑美、音乐美和绘画美，诗人、语言学家陆志韦提出诗行旁边加重点的节奏形
式，林庚提出“半逗律”（似从法语诗律演化来），何其芳提出现代格律诗，毛泽东提出在民歌和古
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六十多年过去了，新诗连一个外部节奏形式还没有建立起来，至于其他方面如
内部情绪节奏、意象、整体结构等等都无从提上日程。
　　如果新诗不是这样匆忙地热衷于流派和形式的更迭，如果新诗更注意各种流派审美经验的饱和积
累，如果新诗的发展更稳健些，新诗就不用在五十年代重新进行浪漫主义的“原始积累”，也不用在
七十年代末期重新进行象征派和意象派的启蒙了。
　　今天我们新诗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各种流派，甚至同一流派之内不同风格之间审美经验的饱和度
不足的问题，出于主体意识的觉醒，今天比昨天更加强调了排他性。
不过过去的排他性主要是政治的，而今天则集中在审美范畴之中。
历史已证明，没有排他性，不成流派，但过度的排他性必然导致狭隘和肤浅。
对于“后崛起”的诗人们来说，这一点，似乎特别应该引起深思。
由于排他性的泛滥，流派变得很小，有时一个旗号下只有几个同道，这样是不利于审美经验的积累的
。
这就导致了直到今天，“后崛起”诗人还没有产生一个辉煌的代表，每当我读他们那些闪耀着才智的
诗作时，时常想起唐太宗对曹操的评价：“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独树一帜的才气，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让我感到那继往开来的伟大气魄，他们似
乎还没有想到要成为一个时代全部诗艺的总代表。
今天，我们应该呼唤那种种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囊括一切流派的大家风度。
如果他们有一种百川归海的历史自觉性，他们就不会那么偏激地宣布“舒婷、北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审美经验的积累要达到饱和，不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为什么不可以把心灵纵深层次的探索和社会生
活的探索结合起来呢？
孤立地探索心灵固然是对过去孤立地强调外部社会环境的惩罚，但是孤立强调内心深层的探索难道就
不会引起另一种惩罚吗？
在无情的历史辩证法面前，最聪明的办法是在这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这个主张即使有限地得以实现，我想至少可以缓解一下当前流派嬗变过速所造成的各种流派乃至风格
的审美经验不饱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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