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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收在这本小书里的文章，有长有短，但都跟诗歌的赏析有关。
现在说到细读（Close reading），好像只跟“新批评派”（New criticism）有关，其实早在拉比和神学
家注释《雅歌》、《哀歌》，经学家注释《诗经》的时代，就有了细得不能再细的细读实践，并且有
其基本类型了。
我国古代的诗歌注疏，亦达到了精深的地步。
现代人将部分读诗经验加以框架化，形成理论，这有其长处（可以按既定框架确定新作品的价值和秩
序），也有其短处（将不符合其框架的好作品摒弃在外，视而不见）。
一部现代诗歌史也就是一部偏见史。
从某一个理论框架来看较为逊色的作品，从另一个框架来看就可能很优秀；反之亦然。
理论框架的拓展，有赖于对丰富的诗歌经验的更合理解释。
考察文学理论框架和评价系统的交替，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本书第一部分几篇较长的文章.是对现代诗歌的一种观察和阅读。
由于新诗在生发的过程中受现代诗的影响较大，因此本书比较侧重于对现当代英语诗歌的译介和分析.
以作为新诗发展的借镜。
“美国的诗选之争”是中国新诗当下各种现象的一个预演和预示。
其余几篇谈到了弗罗斯特、爱德华·托马斯、沃伦、梅利尔等诗人。
里面有一些比较细致的细读，相信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具体操作的感觉”。
总体来说，比较侧重于现代诗运动中保守的那一路。
他们不像庞德、艾略特、自白派、垮掉派那样与传统断裂，而是注重诗歌传统的连续性。
他们应该是代表着诗歌创作和审美中的常态。
作一个类比，这就相当于小说家中的卡夫卡和辛格的对比。
另外有两篇评论当代新诗人的文章。
他们的诗不能说完美，但也算有特色，在某些方面值得我们学习。
类似于这样的诗人还可以选出不少，由于机缘的问题，尚未能顾及到。
这部分的文章，曾在《渎书》、《文景》等杂志发表过，请见书末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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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雀掠过高地，远远地在后面：那些郊区的夜莺，我听不见；画眉和乌鸫在小镇花园里婉转也徒然：
人、动物、机器的噪音轰然。
    但从不熟悉的街道传来的孩子的召唤回荡在熟悉的傍晚的回声里，甜蜜如夜莺或云雀的歌，成就了
一种奇怪的欢迎仪式，使我仿佛一个国王置身于人、畜、机器、鸟儿、孩子中间还有那在回声中生、
伴着回声死的幽灵。
没有朋友，小城却友好：没有家，却不失落；尺、管这些门我一个不认识，碰到的也都是陌生人的眼
睛。
    也许，明天之后，我再也看不到这些如家的街道，这些亮着灯光的教堂窗户，它们之间的男女老少
再也看不到：但这是一切朋友的夜，一个旅行人的良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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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伟驰，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博士（1998年）。
 教父哲学、中世纪哲学专家。
著有《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2005）、《记忆与光照》（2001）等。
译有《沃伦诗选》、《梅利尔诗选》、《英美十人诗选》。
本身亦为热血之一诗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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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歌译评　　美国的诗选之争　　现在中国每年都要出几个版本的“诗歌年鉴”之类，由于编选
者分为“知识分子派”、　“民间派” （据说又一分为二了）和“第三条道路”，各个版本呈现的中
国诗歌面孔截然不同。
“倾向性”真是越来越浓了，这于中国诗歌是祸是福，现在还难以说定。
这时，看看别国诗选如何“选”，似乎具有一点“攻玉”的作用。
美国诗歌较热闹，就看美国吧。
我尽量不议论，只“呈现”。
　　1960年代．美国也发生过一场所谓的“诗选之争”。
先是1960年有Donaid M．Allen编《美国新诗歌：1945-1960》，两年后有Donald Hall和Robert Pack编《
英美新诗人：再选》。
从编诗标准和主旨来看，二者可谓大相径庭，针锋相对。
　　先出的《美国新诗歌：1945-1960》堪称“前卫诗选”或“民间诗选”，编者Allen在前言中开宗明
义地说。
新诗歌“显示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全然拒绝学院派诗歌所具有的所有那些品质”。
新诗歌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大都与现代爵士乐和抽象的表现主义绘画密切相关，受到它们的启发。
从编者的审美趣味来看，他是喜欢创作的自发性、非理性、未完成性、直接性，反对精致、高雅和完
美。
从其师承上说，这本书所选的诗人都主张美国本土性和当代性，引惠特曼、威廉斯为同道。
作者身份也多元，有少数族裔、同性恋、黑人等。
另外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那时，这些诗人没有一个是在大学里教书的，而新批评派基本上占领着当
时的大学讲坛。
因此“波希米亚人”与“教授”堪称他们的典型画像。
（但今天情况已基本改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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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西方经典诗人，到我们身边的诗人，以有别于“新批评派”的细读，展现诗的境界与丰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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