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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型新诗丛刊·石榴：星河（2012年夏秀卷）》出的是新诗评论家新诗创作专辑，出发点则是
为一个流行的看法作一番实质性的澄清。
入选的这七位诗评家在“新诗潮”运动中大多积极的参预，推波助澜，有的甚至是领军人物，曾经立
场鲜明地提出要向传统挑战。
他们这个观点的提出在“新诗潮”运动的初期，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性提法，其根本目的是为
了发展传统、开放传统。
唯其如此，才使得当“新诗潮”演变为“后新诗潮”后，他们要对彻底丢弃中国诗歌中的优秀传统，
标谤私我化的写作者发出“艺术的败家子”的斥责声了，而他们这样做是真诚的，可从他们一贯的新
诗创作实践中得到佐证：他们从来就是立足传统中发展传统、开放传统的追求者。
所以本刊出此专辑，也有一个目的：以此证实这些新诗评论家的理论主张与他们的创作实践是相呼应
、互为表里的，私心也欲通过这个专辑，能对新诗革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有关传统的混乱认识起一点
廓清视听的作用。
这也正反映着我们设置的专辑，是“问题意识”指导下的产物。

　　理论的几个栏目中，个案考察不再像过去那样专发专题诗人论，《大型新诗丛刊·石榴：星河
（2012年夏秀卷）》所发郑晓林对荣荣的诗集的短评即是我们对此栏目改革的迹象。
诗人专论仍是我们的方向。
骆寒超的《绿原论》计三篇，在本刊第三辑就已发了第一篇，因种种原因本卷才发第二篇，时隔久远
，应向读者致歉，但这第二篇比第一篇更显理论深度。
毛靖宇论先锋诗的“语言论转向”，王治国论七月诗派的“集体主义启蒙”的诗学转化，都是从他们
的博士论文中延伸出来的研究新成果，理论的前沿性较强，都写得颇为扎实，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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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诗歌的语言论转向并不具有必然的合法性。
是否存在着前语言的意义，这个问题正如硬币的两面，从不同的方面可以看到不同的答案。
在对语言的重新发现的基础上，在掌握了一定西方语言哲学理论的基础上，1980年代的诗人们或起而
变构语言，革语言的命，或埋头默默做着语言的实验。
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由于某种原因，曾不得不在一个特定的场合指出蓝马、周伦佑等人的早期“非非”在诗学理论和实
践上的某种不足，但事实上我个人非常赞同他们的一些理论洞见与选择。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198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思想是以真理、权威的面目进入国人眼中的
，这一点从1980年代以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在中国横扫一切的派势就
清楚可见。
在这种整体情势之下，不难想象上述语言论思想对诗人们强大的范式作用。
西方“语言论”思想对于部分先锋诗人最具根本性的启示是，前者使后者开始意识到、并最终承认了
一条界限。
这条界限就是语言的界限。
它是在本真自我与社会性主体、本真世界与文化世界、神秘与世俗、个体性与公众性等之间的界限。
诗人的写作只能承认这个界限，用我们所能够掌握的语言来说我们想说的东西。
这条语言的界限，是我们生活和写作的唯一地基，是我们出发和终止的唯一地基。
因此，写作就完全是一个语言的事件。
　　这种界限意识就是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语言论”诗学探索的最基本的起点，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引
发了当代先锋诗歌的“语言论转向”。
我们所谓的当代先锋诗歌的“语言论转向”，是指当代诗歌中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倾向，即诗人不再
以常识信仰的语言之外的内在或外在世界的真实性，诸如情感、意象、事物、事态、事件等为表现对
象、本体依据以及表达手段。
诗人不再将它们理解为一种可以独立于语言的真实和本质性的东西，而是将它们统统落实到语言的维
度上进行理解。
这样，也就正如余虹在谈论西方诗学“语言论转向”时指出的：“有关‘诗’的提问与解答都只能在
‘语言和语言现实的关系’中来进行”，余虹并且宣称：“这一定位至关重要，因为它是诗学‘现代
性’最内在的规定。
”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维特根斯坦那句“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在1980年代的诗
人中何以如此著名。
尽管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所意指的语言是一种理想语言，和诗人使用的语言相去甚远，但其威严的禁令
效果却是无可否认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诗到语言为止”这个口号作为先锋诗歌“语言论转向”的发生标志。
因为“诗到语言为止”这句著名的也是争论不休的口号事实上清楚地意味着：诗到语言为止，不要把
诗意延伸到语言之外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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