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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木山英雄是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他的短文讨论的是散宜生（聂绀弩）的旧体诗。
关于现代人写作的旧体诗应否纳入现代文学史，谈论当代诗歌界的现象与问题是否应包括旧体诗的写
作，在最近的十几二十年间争议不断。
木山英雄没有回应这一争论；他可能更愿意持一种“超越性”视点，即偏移政治～文学、新诗一旧诗
的二元框架。
从这样的角度观察，现代人写作的旧体诗词如何“现代”，旧诗的格律、语言方式等“体裁”因素在
诗歌延续与变革过程如何获得生命这些问题，便有可能被提出，而检讨“现代性特殊经验”与语言、
形式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才有可能成为诗学、诗歌史研究和诗歌写作中的问题。
木山英雄指出，新文学阵营中的聂绀弩的“步入旧诗中遨游”，这个“遨游”，“既不是用游戏去定
义艺术那种层次的问题，也不是绝望于政治而求助于艺术之类的话，因为聂诗的题材根本就一步也未
离开过诗人的政治境遇”；因而，“与其说他是为自由而作诗，不如说他作诗本身就是一种自由，这
里的确就有必然的理由需要采用传统的格律”。
这样的诸多见解值得我们深思。
　　9月12日，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宣告成立。
本辑刊发了成立大会的四则致辞。
北大与诗歌（特别是新诗）的关系密切，由此不断诱发在诗歌创造、研究上的责任和抱负的想象。
研究院试图依托北大多学科、多语种的优势，将中外、古今诗歌研究打通，致力于诗歌批评、诗歌史
研究和诗歌资料整理，并介入诗歌创作、推广和出版，同时加强国外优秀诗歌的译介和诗歌的国际交
流。
这样宏大的目标自然值得赞许和期待，相信借助有效的组织和扎实的工作，会不断有重要的成果涌现
。
在成立大会上，诗人邵燕祥提出建立“学院式的诗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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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新诗评论》2010年第2辑，书中收录了《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成立专辑》、《问题与事件：浪
漫主义与中国新诗》、《浪漫主义的历史形态与思想限度》、《台湾中生代诗人作品中的当代性——
以简政珍、孙维民、陈大为为例》等文章。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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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散宜生(聂绀弩)诗选评释小引让诗歌伴随一生——《诗歌读本》总序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成立专辑诗
歌的北大关于建立学院式的诗歌批评中国诗歌也属于世界自信而坚定的设计问题与事件：浪漫主义与
中国新诗早期新诗的Game—Changer：重评徐志摩抒情的和反讽的：从穆旦说到“浪漫派的反讽”新
诗与现代诗浪漫主义的历史形态与思想限度台湾中生代诗人研究平行与交错——《两岸四地中生代诗
选》出版的意义和影响意象叙述美学——以中生代诗人为例  台湾中生代诗人作品中的当代性——以
简政珍、孙维民、陈大为为例  穆旦专辑一首不寻常的长诗之短长——《隐现》的版本与穆旦的寄托
穆旦长诗《隐现》初刊本校录再从军路上的《还乡记》——查良铮(穆旦)佚文四篇校读《还乡记》—
—查良铮(穆旦)佚文四篇认识“新诗现代化”的重要文献——关于穆旦翻译的两篇西方现代诗论一个
古典主义者的死去诗的晦涩著者、译者简介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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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不仅自己读，还要和朋友一起读，至少要和自己的孩子、家人一起读，这样，我们不仅有充
满诗意的生命个体，还有读诗写诗的家庭，读诗写诗的朋友圈，在这无诗、排斥诗的时代里，坚守一
种诗的个体与群体的“存在”，哪怕是十分微弱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一首“诗”，一种意义。
我们编选这一套《诗歌读本》，也是为了创造一个由编者、出版者、读者共同组成的诗的精神共同体
，至少在我们拿起这套书时，能够感受到一点诗意，感受到现实中所稀缺，因而不免有些怪异，但却
是超越时空，永恒的美好的诗歌，美好的人生的“存在”，这就够了。
　　“诗教”，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重视和强调诗歌在儿童和青少年教育中的特殊作用，这也是诗歌
的教化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首先是基于诗歌和儿童、青少年本原性的亲和力，诗与童心的内在契合。
如一位儿童文学研究者所说：“人天生即具备歌唱的本能”，“在声音与节奏、韵律与情感之间，儿
童天生地即与诗有一种最亲密的联系”，诗的创造是“植根于这种原初的天才的想象力和本质性的儿
童精神生活中”（李咏吟：《诗教与儿童精神生活的自由》）。
如一位中学老师所说：“几乎在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段诗意盎然的岁月，那是多愁善感、混沌
初开的青春期，迷惘执著的深情，敏感纤细的心灵，仿佛只有诗歌才能诉说满腹的心思，书写对生活
的最初的感应，因而，每个年轻人天生地就是诗人。
”（严凌君：《人间的诗意——人生抒情诗读本·前言》）　　于是，就有了阅读诗歌的第二条理由
：“诗歌是教育，而且是最好的教育，它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因为诗歌是诗人灵魂的产物，灵
魂的交谈方式是最能抵达根本的交流方式”，而且“诗歌能够使我们获得对世界最好的理解”（马小
平：《走近诗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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