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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勃兰兑斯和韦勒克曾先后明确表示，要写以文学英雄为主体的文学史，但在具体操作时，却采取
了折中的态度，将个体情状与群体风貌有意识地结合起来。
在当代中国学界，蓝棣之在其专著《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中也如此实验过。
作者认为，比起以往的、实际上至今仍在盛行的、一般性地描述文学群体风貌的文学史来，这已是大
大推进了一步。
　　作者只感兴趣于文学史中的“英雄个体”，而对那些由文学凡夫堆积起来的“堆沙包”之类的所
谓的文学史则表示出“兴”冷淡。
　　大家想想，同属于人们常说的“自由诗派”里的胡适与郭沫若，“象征诗派”里的李金发与戴望
舒，“格律诗派”里的朱湘与徐志摩，“九叶诗派”里的穆旦与郑敏，“七月诗派”里的曾卓与牛汉
，“朦胧诗派”里的北岛与梁小斌，他们的风格各异，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诗歌特色，但习惯上人们却
偏好把他们放在一起，强调他们彼此问淡得几乎没有的文学共性，这又是多么的勉强和乏力啊！
　　文学是非常强调个性的东西。
张扬文学个性并保持其原貌才是文学史写作的真正使命。
所以，从根本上，作者厌恶只一味强调“流派”、“群体”、“集团”之类的文学史。
作者总固执地认为那是些不痛不痒的“大路货”。
谢冕也将其蔑称为“一般性著述”。
　　由于疏于对文学史事的细读，人们总是无鉴别地“前接受”文学史上的一些“定论”，并将其作
为自己逻辑思辨的起点和依据。
　　殊不知，这些“定论”其实是文学史家与其置身的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之间“合谋”的
结果。
比如，人们一提到胡适，就会乐此不疲地谈论他的《蝴蝶》、《鸽子》之类的半文半白的白话诗，并
认为它们就是胡适新诗写作的经典，还习惯地推导出以胡适为龙头的白话诗写作的幼稚，以之证明新
诗永远在向前发展。
但是，如果你重新通读胡适的白话诗，就会发现：他本人最喜欢而一直被人有意或无意地遮蔽的《十
一月二十四夜》，是多么好的一首白话诗啊；进而，如果你选出它来作为胡适白话诗写作的经典，将
会得出白话诗写作成就较高的结论。
这表明，重新选出新诗经典，重新勘定新诗史的版图，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角度出发，才能推动
我们沉重的、早已休眠了的文学史思维，彻底打破如北岛所不屑的文学史写作惯用的伎俩——“危险
的平衡”，恢复文学史原本就具有的生机和活力。
　　文学史是由一个个文学英雄共同创造出来的。
作者的这本小书就是以一个个诗歌英雄为主体，来研究20世纪中国新诗的主流状貌及其流向；以个人
来呈现主流，而非以主流来附带个人。
它与现今不少有识之士强调文本细读异曲同工。
在撰写诗歌史时，我们应该着力于“诗人细读”，只有这样方能回到诗的历史现场及其主体，重现诗
歌发展历史的原貌和脉络，揭示其真相。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作者所选择的诗歌英雄与作者对新诗的读解和多年来培养的诗歌趣味密
切相关。
书末附录两篇文章的用意，一是为了进一步突现本书文本细读之特色，一是为了弥补本书在选择对象
上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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