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

13位ISBN编号：9787533647056

10位ISBN编号：753364705X

出版时间：2008-03-01

出版时间：安徽教育出版社

作者：谭五昌

页数：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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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

内容概要

　　死亡想像是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诗人普遍涉及的表现对象，它所包含的思想与精神内涵非常丰富。
对死亡想像的涉及与处理方式无疑可以成为诗人的写作是否具有思想与精神深度的一种重要评判尺度
，但至今尚未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因而，以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作为研究对象，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以20世纪中国新诗中表现与书写死亡想像的诗歌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拟从社会历史批评、审美批
评、哲学阐释、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批评与阐释角度来分析相关诗歌文本中死亡想像所包
含的丰富意蕴。
　　全书由导言、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
导言部分从中西诗歌史的角度，论述死亡想像与悲剧精神内在的紧密关联，确立其成为诗歌深度模式
的“合法性”地位，并从共时与历时的角度，对20世纪中西诗歌死亡想像所具有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内
涵进行对比性的描述，最后再从新诗流派（团体）的宏观角度对死亡想像的多元化指向予以概括性的
描述，使死亡想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在20世纪宏观的诗学背景上获得较为明晰的凸现，从而为《二十
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的写作拓展开比较开阔的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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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五昌，男，江西永新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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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诗学专著《秩序的生长——后朦胧诗文化诗学研究》（合著）被列入“第五代学人丛书”。
另编著有《中国新诗300首》、《中国新诗白皮书（1999—2002）》、《海子诗歌精品》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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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言 死亡想象：20世纪中西诗歌的深度模式第一节死亡想象：20世纪中西诗歌深度模式的表征作
为率先向旧文学堡垒发难并最终为五四新文学运动赢得“合法性”支持的一种文学体裁，中国新诗①
在20世纪的历史行程中所取得的创作实绩是不容低估的，而它也毋庸置疑地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占
据了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位置。
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在文学实践的层面上最早开启并促成了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是因为
在它内部先后萌发、滋长了“象征派”（20世纪20年代）、“新月派”（20世纪20年代）、“现代派
”（20世纪30年代）、“九叶派”（20世纪40年代）、“现代派”诗社（20世纪50年代）、“蓝星”
诗社（20世纪50年代）、“创世纪”诗社（20世纪50年代）、“朦胧诗派”（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
初）、“第三代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等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与团体。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缘自体现于上述诗歌流派与团体中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文学观念及文学实践
层面）阶段性的出现与存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才获得了与世界文学潮流（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为主
体）进行阶段性的平等对话与交流的资格④，并为最终实现中西文学之间完全平等的对话与互动式交
流提供了可能②。
　　简言之，20世纪中国文学几乎始终在一种强烈的现代化⑧追求冲动与愿望缠绕中走过了它的百年
历程。
新诗自然也不能例外。
而且，相对于小说家而言，诗人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倾向往往更为显明，他们对被指认为文艺现代
化重要表征的、以思想深度与精神深度为主体内容的深度模式普遍秉持高度重视和追求的态度，这几
乎成为诗人们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创作指导原则。
从20世纪中国新诗的创作实践来看，除了20世纪50至70年代这一历史时段外，诗人们在创作中对于死
亡现象④均表现出普遍的关注乃至某种程度的偏爱与沉迷倾向，并且通常以个性化的话语方式在诗篇
中展开对于自身或他者的死亡幻想⑤，通过死亡幻想来传达作品所蕴含的死亡主题⑥及其他相关性主
题。
以死亡想象为主题线索的诗歌作品在中国现当代诗人笔下屡见不鲜，成为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
种耐人寻味的诗歌现象⑦。
　　其实，稍加探究即可发现，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诗人（1）将死亡作为题材或主题来加以艺术化处理
的特殊写作癖好，归根结底源于他们对于诗歌深度模式的强烈认同与追求心态。
很明显，无论从意识或是潜意识层面来看，诗人们通常都把对于死亡的关注、体验、思考与表现当成
体现诗歌深度模式的重要表征与有效途径。
在他们看来，“死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一个实在的死，而是在于它震动了终有一死的人的心智，使人的
认识、思维有所醒悟自己应该认识和思考什么”②。
客观地说，正是这种对于死的感性与理性层面的深刻体认，促成了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诗人将对死亡的
关注、沉思与表现纳入到深度主题模式的框架当中，并且内化成许多现当代诗人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理
念。
比如，“九叶派”代表诗人之一的郑敏曾在与几位当代诗人探讨诗歌话题时，明确表示“死对于我来
说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⑧；英国女学者米娜则从主体意识与主题意向的角度对“朦胧诗”代表诗人
之一的杨炼的诗歌创作特色作出了“定位性”的评价：“对这个诗人来说，一切都是从对死亡的意识
开始的。
”　　也许，正是基于20世纪中国现当代诗人关注死亡的诗歌写作向度，一直在海外致力于中国新诗
研究工作的奚密才在一篇探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与台湾地区诗人及诗作的死亡话题的文章中，作
出了“死亡已成了当代诗歌一个重要的母题”⑨这样一种诗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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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以20世纪中国新诗中表现与书写死亡想像的诗歌文本作为研
究对象，拟从社会历史批评、审美批评、哲学阐释、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批评与阐释角度
来分析相关诗歌文本中死亡想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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