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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媒体化、2010年中国内地诗界回顾、商禽研究专辑、进入事物内质
的代价、外面逃亡，里面超脱、兵此一生——我读商禽、张枣研究专辑、重释“伟大传统”的可能与
危险、护身符、练习曲与哀歌：语言的灵魂——张枣论、仍有一种至高无上——张枣诗中鸟意象的变
形记、文学史现代性秋夜、张枣生平与创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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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逃亡，里面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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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三弟”许世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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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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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中国新诗总系》1-10卷由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策划编辑，谢冕任总主编，以20世纪中十年
为期分卷，前八卷为诗选卷，第九卷为理论卷，第十卷为史料卷。
各卷编者分别为：姜涛、孙玉石、吴晓东、谢冕、洪子诚、程光炜、王光明、张桃洲、吴思敬、刘福
春等。
全书总字数约七百万字。
全书各卷有分卷主编撰写的长篇导言，入选诗歌、论文力求采取最初的版本、以正式发表的时间为准
并注明原始出处，考虑到特殊情况，60年代卷和70年代卷可以按实际写作时间而不以出版时间为准。
除个别卷之外，“总系”改变历来此类书按作者姓氏音序、笔划等排列的惯例，坚持按选诗的内容分
类编目。
选入诗作以艺术和审美水准为第一参照，兼顾其文学史价值，即“好诗主义”和“时代意义”综合考
量的原则。
“总系”是迄今中国最完备、最丰富的新诗典藏。
“总系”出版之前，各分卷导言单独结集，在由洪子诚主编的“新诗研究丛书”中，由北京大学出版
社出版，“新诗研究丛书”去年还出版了新诗研究者、北京大学教授吴晓东的新诗论集《二十世纪的
诗心》。
《新诗评论》2010年第一辑“观察与言论”栏刊发了诗人、批评家姜涛的论文《巴枯宁的手》，作者
从萧开愚的《下雨——纪念克鲁泡特金》一诗的解读开始，引申至归纳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几种看
风景的方式及其所蕴涵的诗学姿态与身份政治，认为中国诗人在把“历史风景化”以及“历史个人化
”的同时，也意味着对现实利害关系的超越，意味着甩脱历史担当后的轻逸。
对文本进一步的探讨使作者触及曾一度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影响很深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同时分析了
萧开愚对传统儒家理念的偏爱，由此，作者考察到诗人对两极化政治模式加以区分的理想：“一边是
精英的政党和专业知识分子，一边是可以通过口号与传媒操纵的芸芸众生。
他的理想不仅是反集权的，也是反抽象的形式民主和普遍性，他的自由主义是被传统经验过滤过的，
他似乎更看重某种地方性中生发出的政治可能。
”作者观察到萧开愚所体现的“一种对于有限的公共生活的兴趣，一种对于与他人休戚与共的生活的
可能性的思考，一种可以共同执守的信用价值的发明”。
接下去，作者回到当代诗所面临的具体现实之中，借萧开愚的写作所呈现的可贵的尝试，批评了当代
中国诗人在告别历史后渐趋保守的困顿，同时探讨当代诗政治性的可能，“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怎样
看待诗歌的位置，怎样重构它的社会场域，怎样置身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当中思考语言的可能性，怎样
在‘成人’的仪式之后仍保持主体真实‘触着’的问题”。
作者将论题引申至对于当代文化公共性的新的期待之中。
在孙文波主编的《当代诗》第一期中，姜涛的另一篇论文《浪漫主义、波希米亚“诗教”兼及文学“
嫩仔”和“大叔”们》，是从不久前《新诗评论》上刊发的诗人王敖与诗人西川之间的一场有关“浪
漫主义”的论争所引申的写作。
与论争双方偏重于比较东西方浪漫主义传统，中国诗人对浪漫主义吸收特点及估计的讨论不同，姜涛
把西川文章中涉及而王敖的，批评中忽略的问题——“浪漫主义与诗人形象的关系，以及作为一种文
化现象的所谓‘徐志摩的浪漫主义’、‘文学青年的浪漫主义’，如何依旧制约、塑造着诗歌的自我
想象及传播、接受模式”——接过来，加以讨论，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始终存在的“文学青
年”这个群体及其特征流变。
正是这个群体在五四时期吸收了欧洲的浪漫主义并借此发展出一种“波希米亚‘诗教”’：“这样的
‘天才观’、‘想象观’、‘创造观’，产生于对近代社会机械原则的批判，由此引申的‘诗教’，
则将注意力不断引向诗人自身，因为诗歌的价值在于创造上述完整有机的人格，它最大的奥秘也存在
于主观想象力之中。
”这种“诗教”在20世纪早期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知识分子来讲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总是缺少一
种不断成熟、可以不断包容他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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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诗评论 2011年第1辑(总第13辑)》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诗评论 2011年第1辑（总第13>>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