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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主要内容包括：诗学规范的确立与新诗话语转型；颂歌时代的诗人；百花时
代与诗坛“反右”；新民歌运动与新诗发展道路的论争；革命年代的政治抒怀等。
《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代表了当今学者对这一宏大而绵长的诗歌历史研究的成果，是目前最详实的
中国诗歌通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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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与政治的无休止的纠缠 二与传统的审美习惯的冲撞 三中国大陆当代诗歌发展脉络 四台湾、香
港、澳门诗歌概观 第一章诗学规范的确立与新诗话语转型 第一节战时文化与工农兵文艺形态中的当
代新诗 第二节毛泽东的新诗主张及其影响 第三节新诗话语转型与颂歌形态的确立 第四节思想改造运
动对“越轨”诗人的批判 第五节在修改中进行写作的当代诗人 第二章颂歌时代的诗人 第一节争做时
代的夜莺 第二节蔡其矫等坚守个性的诗人 第三节成长于共和国的青年诗人 第三章百花时代与诗坛“
反右” 第一节诗坛的“早春” 第二节诗坛“反右” 第三节运动中的《诗刊》与《星星》 第四章新民
歌运动与新诗发展道路的论争 第一节作为运动的诗歌生产和民间诗学的政治想象 第二节新民歌运动
与新诗“大众化” 第三节新民歌的文本特征 第四节新民歌影响下的诗人创作 第五节新诗发展道路的
论争 第五章革命年代的政治抒怀 第一节政治抒情诗的话语追溯及其特殊形态 第二节隐秘矛盾与双声
话语：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 第三节贺敬之的时代颂歌 第四节新诗在战歌形态上的强化 第六章“文革
”时期的诗歌 第一节主流诗歌：红卫兵诗歌与“新诗学习样板戏” 第二节读书小组与诗歌沙龙 第三
节流放诗人的“地下”写作 第四节“地下”诗歌的先驱：食指 第五节芒克、多多与白洋淀诗群 第六
节贵州高原诗人群 第七节天安门诗歌运动 第七章历史的新时期与诗歌艺术的转型 第一节思想解放运
动与诗歌界的拨乱反正 第二节诗歌创作队伍的重新集结 第三节“五四”诗学传统的重新衔接 第四节
新时期诗歌与外来影响 第八章归来者的第二个春天 第一节艾青和“五七”受难者的回归 第二节牛汉
、绿原与“七月派”诗人的回归 第三节郑敏与重新绽绿的“九叶” 第九章朦胧诗人的崛起 第一节诗
歌民刊《今天》的出现 第二节北岛 第三节舒婷、顾城 第四节江河、杨炼与其他朦胧诗人 第十章新生
代诗人的躁动 第一节新生代诗人的出现与“现代诗群体大展” 第二节西川、海子与北京板块 第三节
韩东、于坚与“他们”诗群 第四节“莽汉”、“非非”诗群与四川板块 第十一章多元写作姿态的展
开 第一节李瑛与新时期的政治抒怀 第二节乡土记忆与城市印象 第三节军旅中的诗情 第四节少数民族
诗人的新姿态 第五节诗学文化的多重视野 第十二章异军突起的女性诗歌 第一节渐成声势的女性诗歌
创作阵容 第二节翟永明与女性性别意识的强化 第三节王小妮与女性诗歌的多元展开 第十三章蔚为大
观的西部诗歌 第一节昌耀与青海诗人 第二节新疆的“新边塞诗” 第三节陕甘板块 第四节西南诗人群 
第十四章90年代的诗歌写作 第一节90年代诗歌的概述与世纪末的论争 第二节“独立”的担当 第三节
口语写作 第四节个人化向度的呈现 第十五章当代台湾诗歌 第一节当代台湾新诗发展回溯 第二节从三
足鼎立到四强分治 第三节现实主义诗派的抗衡 第四节开创后现代风潮 第五节其他重要诗人 第十六章
当代香港与澳门诗歌 第一节从“难民文学”到现代主义 第二节在左右政治夹缝中寻找新的出路 第三
节香港诗人文化身份的认同定位 第四节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 第五节香港新诗的主体性仍然存在 
第六节澳门：富有诗意的小城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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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当“反右”运动在全国刚刚开始的时候《诗刊》就率先表态，积极响应。
在《诗刊》第7期的卷首即是主编臧克家的鼓吹文章《让我们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以及“反右派
斗争特辑”。
臧克家高呼“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里，诗歌，应该用不到号召自己就会响起来吧？
政治热情是诗人的灵魂。
看到美好的东西被玷污，看到丑恶的嘴脸在阴谋叫嚣，由于爱，也由于恨，你能不一跃而起？
”“反右派斗争特辑”发表袁水拍、田间、郭，小川、徐迟、沙鸥、邹荻帆等人响应“反右派斗争”
的诗作，如袁水拍的《糖衣炮弹之歌》、郭小川的《星期天纪事》、田间的《街头诗》、徐迟的《纵
火者》、邹荻帆的《右派一、二、三》以及沙鸥的《大鲨鱼自己浮上睡眠》。
在这期的《编后记》中编者高呼“战鼓已经擂响，号角吹起来了！
在我们编辑这一期的时候，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阴谋的一场激烈斗争，业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动
起来了。
文学艺术界同时展开了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的批判”，“‘诗刊’将以更大的篇幅提供给这一场战斗
。
诗人们，请把战斗的诗篇给我们多多寄来吧！
”第8期的《诗刊》则继续加大了“反右”诗作和批判文章的力度与篇幅。
同期的《反右斗争在本刊编辑部》指出《诗刊》的编委吕剑和唐祈是“右派”分子并“揭发”了艾青
的“反党言行”。
第10期《诗刊》发表沙鸥的文章《艾青近作批判》，而沙鸥1957年4期《诗刊》上发表的《艾青近年来
的几首诗》却是对艾青的《在智利的海岬上》、《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等诗进行了高度评价。
这种评判标准和态度的巨大转变在一定程度呈现了当时在复杂多变的政治运动中一些诗人的“风派”
作风。
 1958年的《诗刊》除了积极配合“诗歌下放”和新民歌运动，展开“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外继续发
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现代新诗史的书写工作在1958年就已经开始了，尽管由于显而易见的时代原因
这部“新诗史草稿”（谢冕语）存在诸多历史的局限和偏误。
这就是在1959年建国10周年时，《诗刊》推出的当代第一部新诗史，即由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在校
生，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殷晋培、洪子诚等人撰写的后来刊载在《诗刊》上的《新诗发
展概况》。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新诗发展概况》并没有最后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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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为《中国诗歌通史》之一。
作者们力图站在时代的高度，融会各种新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诗歌发展的实际，创新写作体例。
一方面，以中国诗歌文体的变化为经，侧重于民族的心灵和诗歌艺术美的发掘，理出一条清晰的中国
诗歌史发展过程；另一方面，采取广义的诗歌概念，打通古今的方式，把骚体赋、词、曲等各种诗体
囊括进来，系统完整地表现中国诗歌演变的多种形态和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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