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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回想起意编选《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1999年，世纪之交的中国，体制内有如此繁多的文学机构
和出版社，竞已多年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年度诗选。
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依靠个人的绵薄之力，依仗民间资本，独立支撑起汉语诗歌艺术平台。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一件许多“文化部门”、大学和诗人都有能力做的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然而
毕竟只有《中国新诗年鉴》一年年坚持做下来了。
至2005年，已编选了8个年头，第9年即《2006中国新诗年鉴》的编选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8年时间，不短不长，但真正投入中国新诗建设的人都知道，这种坚持，不容易。
多少年度选本夭折了！
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骄傲，持之以恒地为中国诗歌尽绵薄之力的骄傲。
由于《中国新诗年鉴》的带动，这些年诗歌年选的出版日益活跃，但唯有“年鉴”可以自豪地宣称：
我们至今没有动用过一分国家资金也就是纳税人的钱，也没有谋求过境外的任何资助；我们不仅呈现
了年度“好诗”，还凸显了汉语诗歌最有争议也就是最活跃最有生命爆发力的那一个部分。
而近年各种年度选本，包括多种由大学教授主编的，都是收中国大陆的诗歌和几篇理论文章了事，只
有“年鉴”有非常细致的网络和纸面诗学观点摘要，以及年度诗歌大事记。
每年单列一卷遴选港澳台地区诗人以及旅居外国的中国诗人作品。
还先后设置了“被遗忘的诗人”、“年度潜力诗人”、“年度诗歌事件”、“年度推荐”、“年度桂
冠诗人”、“中国诗歌的脸”等栏目，以及诗歌网络论坛介绍和诗集梳理，入选作者简介和部分刊物
发表诗歌文论目录等，特别附录过“诗歌争论备忘录”、“卡通一代诗在中国”、“e世代：‘80后’
诗人诗选”、“年度最有创意诗歌形式——手机短信诗歌”。
我敢说，没有一个选本有“年鉴”包含如此多的艺术信息和文化含量，也没有一个选本推出过如此众
多杰出的诗歌新秀。
“年鉴”以勇气和胆识守护了自由纯正的诗歌精神，力图为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留存下有价值的文本
，是当下汉语诗歌的一根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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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1998中国新诗年鉴》前十年的精选，呈现了汉语语言纯美华章和美学独创。
《1998中国新诗年鉴》以振聋发聩的方式出场，在上一个世纪结束之际引发了中国诗歌界自“朦胧诗
”以来最大的诗歌论战，其首倡的“民间立场”已成为文学史无法绕开的的“关键词”。
至2008年《1998中国新诗年鉴》上榜中国诗歌排行榜“年度最佳诗选”，迄今已出版11年，是中国新
诗诞生以来甚至是从《诗经》始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诗歌选本。
此外，它还是1949年以来第一本由个人民间编选并正式出版的年度文学选本。
它是第一本收录各种民刊诗歌的年度选本，第一本收录网络诗歌的选本，第一本收录港台诗人作品的
年度诗歌选本；是被国内诗人、批评没有任何一个选本推出过如此众多杰出的诗歌新秀。
“年鉴”以勇气和胆识守住了自由纯正的诗歌精神，力图为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留存下有价值的文本
，是当下汉语诗歌的一根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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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从诗说起　　一位未曾谋面的南方年轻朋友来函，嘱我为他们正在编选的诗歌年鉴写一篇理
论文字，理由是局外人谈诗，可以“提供另一种更为有力的声音”。
因此，今年理论卷的内容一些将出自诗评家以外。
不难体谅编选者的苦衷，面对诗歌日衰一日、每况愈下的趋势，从诗内到诗外，他们也算想尽了办法
。
但，这有济于事了吗？
这么多年来，诗并不缺少有力的声音，想想那么多诗人和诗评家付出的努力吧。
但情形怎样？
如果诗不应当衰落，它就不需要什么有力的声音；如果衰落是注定的，再有力的声音也没有。
所以，诗在当下的问题，也许就不是需要什么声音的问题（声音不是强心剂），而是诗人自己如何看
待它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表述：你到底要求诗干什么。
　　的确，这么多年来，诗好像是在一种渐次下滑的曲线中延伸着自己的道路，尽管它也曾有过自己
的辉煌。
八十年代初“朦胧诗”的崛起，给本世纪诗歌史写下光辉的一笔。
它拥有广大的读者，吸引了整个文坛的注意，能够和它媲美的也就是小说了。
朦胧诗之后时代似乎就是诗神离去的时代，诗离我越来越远，或者说我们离诗越来越远。
小说逐渐独占鳌头。
其间又有过报告文学的兴起。
至于九十年代以来，散文，比如那些文化散文，甚至小女人散文都比诗更能够吸引读者的兴趣。
诗衰落了，这是诗界业内人士一致的看法。
从现象上来讲，倒也确实如此。
因此，我们就听到了一阵又一阵重振诗的声音。
　　可是，如果转换一下视角，诗歌为什么又不是非常幸运的？
作为人类最占老的文学体裁，诗的历史有谁难堪比？
小说只不过是它的孙辈，仅仅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可是它不也走下坡路了吗？
任何一种艺术的存在都有一定的寿数。
小说如此，戏剧亦然，电影更不堪。
生年方满百，在电视的冲击下，已经岁月沧桑、风华不再了。
相形之下，诗的命运足以令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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