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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诗学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写于2000—2006年间，它们都是从我阅读和写作诗歌的经验而来。
对我而言，尽管汉语新诗尚未完全成熟，但它仍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真正成就的领域之一，
自1990年以来它更是诞生了一批杰作。
阅读这些作品是幸福的，它构成对一个人心智和理解力的煅炼，构成对他自身经验边界的拓展。
这本文集因而带有一种还愿的性质：这些诗篇曾赠予我对美妙事物的经验，而我有义务将这种经验带
给更多的人。
　　“词的伦理”这一书名，显示了本书的关切所在：对词语的倾听，对词语所蕴含的伦理一政治性
经验的挖掘。
这是书中全部细读、评论和书写的立足点。
因此，这本文集的关注点集中于“经验”。
诗歌所要处理的经验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历史性世界的经验，这类经验具有历史一社会学性质
（当然必须经过诗艺的转换）；第二类是对生命（内在性）和自然的经验，它具有生命形而上学或现
象学的性质。
第二类经验可以被视为超历史的，尽管它实际上并不能完全独立于历史。
在本书中，第一辑“论欧阳江河”主要关注的是历史性的经验，我选择当代诗人欧阳江河为个案，试
图说明汉语新诗在面对现代世界图景时，所经历的诗学理念和诗歌方法上的巨大转换，以及在这种转
换中生成的新的经验世界的方式。
第二辑“经验的上升”中解读的诗人（穆旦、鲁西西、蒋浩等），相对而言则是朝向内在生命和自然
的，因此我的关注点就聚焦于这些诗人的独特生命经验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在他们的作品中不断变
形的。
在第三辑“词语”中，我所书写的则是我个人对某些来到我身上的词语的经验，在其中，历史性和内
在性的经验交织在一起。
无论是对具体诗作的分析和阐释，还是对词语所包含的历史和生命经验的梳理，都只有通过对细节及
诸细节之关联的理解才是可能的。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只能从细读出发。
这就是为何本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对单独作品的解读和评注。
　　严肃的诗学批评，其任务不仅在于揭示诗歌的经验方式，而且要剖析使得这种经验方式得以显现
的技艺构成——诗歌对经验的展示和探究，只能在语言中进行，而语言的精纯和活力取决于诗人的技
艺。
因此，诗歌批评建立在对一个基本事实的领会之上：诗歌的品质，最终取决于它所包含的技艺的高度
和经验的深度。
对批评家来说，技艺与经验乃是批评之椭圆围绕其展开的两个焦点。
鉴于本书对“经验”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在这个序言中，我将把主要的篇幅放在对“技艺”的理解上
。
而在今天，谈论技艺在诗歌中的重要性，首先就要面临许多人对当代新诗之“技术化”倾向的指责。
因此有必要先澄清一下公众对诗歌“技艺”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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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词的伦理》是一本当代诗学文集，对汉语新诗的文本阅读和写作经验给予诗学意义上的鉴别与
考量。
作者从欧阳江河等当代诗人的多个典犁立本出发，展现出当代汉语诗歌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技艺难度
及经验的复杂和精纯程度。
与此同时，也展现出当代诗歌的经验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在诗人那里转换为语言，并在他的生命
中不断变形的。
更让人欣喜的是，作者对汉语词语的敏感和关注、对方块字所蕴含的日常伦理意味的挖掘和解读，形
成了《词的伦理》诗学批评的特色和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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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一行，本名王凌云。
1979年生，江西湖口人。
2006年获海南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现任教于云南大学哲学系。
译有《黑暗时代的人们》（阿伦特著，2006年）、《设计论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合译，吉尔丁
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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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止与历史中的寂静深掩裂隙对未知的迷恋第二辑：经验的上升经验的上升对暴力与苦难的沉思口
语诗：可能性及其限度穆旦的“根”变形及其终结——穆旦的《春》与《诗八首》朗一诵，或显现的
声音——试论孙磊的《朗诵》观看中的自由——评《柳树的五种形式》体现——对鲁西西《喜悦》的
十五点评注静观其变——蒋浩《小圆石》释义地道的诗歌与诗歌的地道——评彩虹《蛇》第三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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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起始于这样的句子：“站在冬天的橡树下我停止了歌唱”。
这首诗（还有《傍晚穿过广场》）写于九月的成都，正好是在夏天与秋天的转换之间（这对应着从“
青春期写作”向“中年写作”的转换？
），为什么要说“冬天”？
显然，这首诗所处的乃是精神所感受到的季节，而非自然的季节。
精神对时代氛围变化的敏感使得自然的季节已经不再重要。
　　从另一方向看，《寂静》受多多《歌声》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这从二者在措词上的多处相同或
相似上可以看出。
但是，《寂静》所要说的和《歌声》有根本性的不同，可以说它们分别属于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
《歌声》始于歌唱，而《寂静》始于“停止了歌唱”。
这意味着，在欧阳江河这里，寂静已经不再是由歌声带来，它不再是那种使人返回自然的力量，而是
另外的东西。
同时，歌唱的停止也意味着，《马》所代表的那种浪漫主义诗学被突然中断。
这是一个切口，它唤起了某种“浑然无告”的感觉，使人不知所措。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成形，但又尚未成形——一种临界的寂静，它包含着某种不确定的成分，就像水珠
在冰点上旋转但又没有凝结。
我们知道，《傍晚穿过广场》是这种精神状态的最终凝结物。
而只有在《寂静》先行打开的黑暗而寒冷的空间中，这种凝结才是可能的。
　　历史中的寂静　　多多的《歌声》听到了一种自然性的寂静，但是，还有这样的一些时刻，我们
会听到与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寂静。
它不是自然的天籁，也不是我们内心的怀旧，而是来自历史中的真空般的创痕。
这是历史性的寂静。
倾听这样一种寂静，要求我们首先停止歌唱，甚至是内心的歌唱。
但是，这种寂静也具有一种逼迫的性质，它迫使我们去听，因为我们不可能老是在歌唱中自欺欺人，
尤其是当这种歌唱对于我们身处的世界图景的变化已经丧失敏感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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