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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奉献给读者的这套《诗歌读本》，共分六卷：《天籁之声——学前（0-6岁）卷》，《成长之歌——小
学（7一12岁）卷》，《生命幻想曲——初中（13-15岁）卷》，《心中的诗——高中（16一18岁）卷
》，《诗道寻踪——大学（19-22岁）卷》（此卷读者可含大学毕业以后的青年人、中年人），《憩息
诗乡——老人（60岁以后）儿童（7-12岁）合卷》。
读者不难看出我们的“雄心”：《诗歌读本》的对象涵盖各个年龄层次的读者，我们的编辑理念是：
“让诗歌伴随一生。
”读者自然要问：你们为什么要编这样一套书？
你们如何编这套书？
我们的编辑灵感，来自中国的“诗教”传统。
其实，不仅是中国，世界许多民族，特别是希腊、印度这样的古老民族，都有一个诗教传统。
所谓“诗教”，按我们的理解，它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
从大的方面说，也是更接近本义的，就是要以诗来管理、教化社会，以诗治国。
这就是《诗大序》所说：“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近于诗。
”这里有一个核心的治国理念，即对人心、民心、民情的重视。
观人心、民心、民情的最好途径，就是听其声，所以又有“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之说。
这就是所谓“诗可以观”的功能。
按儒家的理念，诗的最大功能还是对人的精神的引导、教化，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入其国，其教可
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
也就是要通过诗歌的吟诵，发泄不满和悲苦，使情绪得以平复（“诗可以怨”），然后，通过诗的移
情兴发、潜移默化的作用，涵养人的中和之性情（“诗可以兴”），由个人心灵的净化、性情的温柔
敦厚，进而发展为人与人关系的融合，弥漫于家庭、社会以至国家，就可以达到天下的长治久安与和
谐（“诗可以群”）。
对这样的儒家的以诗治国观，历来是有不同看法的，也有尖锐的批评，这里不作讨论。
我们注重的是其中的一个合理因素，即对人的心性、内在精神世界以及人伦关系的重视，强调诗歌对
提升、净化人的心灵的作用，移风易俗的作用。
由此，我们想起了人们已经熟知的“人诗意地栖居”的理念，这样的联想大概是有道理的。
一位中学老师对这一理念作了这样的阐述：“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首先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里，生活在一个充满着丑陋和污浊的世界里。
但这绝不是生活的全部。
我们每一个人还拥有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一个意义的世界，是一个诗意的世界”。
这位老师说，“为了一种诗意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阅读诗歌的“第一条理由”（马小平：
《走近诗歌》）。
这自然是有感而发：今天的中国，人的情感的沙化，趣味的粗鄙.精神的沉沦，心灵的扭曲，人伦的丧
失，人际关系的冷漠，都已十分严重，构成了真正的民族精神危机、社会危机。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作为普通的教师、学者，普通百姓，总体上会有无能为力之感；但我们还可以
“救出我自己”，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我们至少可以在自己和周围的小圈子里，创造一种“有意义的
生活”，“诗意的生活”。
这绝不是对现实的逃避，恰恰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精神失落的现实的
补救。
而要创造有意义的诗意的生活，最重要也是最简捷的途径，就是阅读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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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和大学以后阶段的诗歌读者。
大都本身就是诗人或诗歌研究者。
他们对诗歌有一种迷恋和探索热情，因此，本卷的定位是：“诗道寻踪”。
从表面上看，似乎更偏向于对“诗”本身的理性思考，所展现的是“诗歌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及诗歌文
化的多个侧面”。
但诗的背后，仍有人，人的精神世界；诗学所要追问的，最终是诗道，人之道。
它涉及精神与身体，个体和社会、历史，语言和人的思维，古与今，中与西，以至纯与不纯，小与大
，自由与规范，少数与多数等社会、历史、美学、哲学问题。
如本卷编者所说：“读一首诗，同时也是接近一种生活方式和想象方式；理解诗歌的目的，最终在于
理解自我，理解那洋溢在语言之中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创造力。
”——这样，对诗的理解，又回到最初的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与创造：这也是诗教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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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涛，1970年代生，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出身，后因写诗早早“弃工从文”，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也间或从事当代诗歌的批评，著有诗集《鸟经》，研究专著《新诗集与
中国新诗的发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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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让诗歌伴随一生(钱理群)写给本卷的读者第一单元　“纯诗”与“不纯”的诗　雨后(穆木天)
　四月与沉寂(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雨中的马(陈东东)　美国诗歌(路易斯·辛普森)　阿尔弗瑞德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S.艾略特)　何谓“纯诗”(梁宗岱)　不纯诗问题(赵毅衡)第二单元　诗歌中的
“小”与“大”　三年以后(保尔·魏尔伦)　日子(北岛)　懂事年龄(顾城)　鹰·雪·牧人(昌耀)　沙
子(戈麦)　南方(豪·路·博尔赫斯)　魏尔伦笔下的“小东西”(哈罗德·尼柯孙)　诗与感觉(朱自清)
　两类不同的诗人(维·阿莱桑德雷)第三单元　用身体来思想　我歌颂肉体(穆旦)　夜步十里松原(郭
沫若)　石榴(保尔·瓦雷里)　丽达与天鹅(雄廉·巴特勒·叶芝)　风景(辛笛)　来访(奥克塔维奥·帕
斯)　我读着(多多)　肉感与思想结合的诗人(唐浞)　像闻玫瑰花一样感受思想(T.S.艾略特)第四单元　
“及物”的想象　秋颂(约翰·济慈)　西班牙(温斯坦·休·奥登)　三棵树(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天安门(闻一多)　来自写作的边境(谢默思·希尼)　诗歌是一种“伪陈述”(瑞恰慈)　诗如何对应于现
实(谢默思·希尼)第五单元　从“立法者”到“炼金术士”　自己之歌(节选)(瓦尔特·惠特曼)　信天
翁(波德莱尔)　我坐在窗前(约瑟夫·布罗茨基)　纪念碑(江河)　傍晚穿过广场(欧阳江河)　祖国(或以
梦为马)(海子)　秋(海子)　写作(韩东)　诗人是未经公认的立法者(雪莱)　一类诗人的消失(程光炜)第
六单元　新诗的自由与规范　十四行二十七首(节选)(冯至)　秋之色(林庚)　我的记忆(戴望舒)　致敬(
节选)(西川)　O档案(节选)(于坚)　自由诗与自然诗(林庚)　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废名)第七单元　一首
诗从另一首诗里诞生　穆旦《诗八首》与杜甫《秋兴八首》(王毅)　附：诗八首(穆旦)　秋兴八首(杜
甫)　尺八的故事(吴晓东)　一种天教歌唱的鸟(节选)(江弱水)　附：致云雀(雪莱)　一首诗的意义只能
是另一首诗(哈罗德·布罗姆)第八单元　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废名《十二月十九夜》解读(孙玉石)　
大地上必不可少的安琪儿(节选)(唐晓渡)　附：坛子的轶事(W.史蒂文斯)　命名的分裂：读商禽的散
文诗《鸡》(欧阳江河)　现代解诗学的理论内涵(孙玉石)　现代汉诗的历史处境(奚密)　少数与多数(
奥克塔维奥·帕斯)第九单元　中西诗歌之间　翻译与新诗成立的纪元(王光明)　歌德《浪游者的夜歌
》的几种译文(屠岸)　庞德的《刘彻》与《落叶哀蝉曲》(姜涛)　附：《落叶哀蝉曲》的英译与改写(
郑树森)　中西山水诗的比较(叶维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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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批评派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反对“纯诗”说，无论是哪一种“纯诗”，因为这与新批评关于文学作品
构成的基本思想相悖。
新批评派反纯诗论最全面的论述，是一九四二年罗伯特·潘·沃伦的演讲稿《纯诗与不纯诗）。
沃伦指出：各种纯诗说实际上标准不一，除了勃瑞蒙以音乐为指归的纯诗论外，凡是“多少强制性地
把诗中的某些因素排除在外”的理论都是纯诗论，不管有没有挂纯诗牌子。
沃伦指出：“纯诗想成为纯粹完整的诗，必然把任何调节性的、抵触性的成分排斥出去，这些成分中
最主要的是概念与思维”；而真正的杰作“应当把思维活动带到诗的过程中心”。
因此，“任何人类经验都可以人诗，而诗人的伟大成就取决于他掌握的经验的广度”。
沃伦的结论是：“诗歌本质上不属于任何个别的成分，而是取决于我们称之为一首诗的那一整套相互
关系，即结构。
”沃伦举莎剧为例，他说罗密欧恋爱如痴如醉，达到了“纯诗”境界，而莎士比亚反纯诗，他用罗密
欧的朋友茂丘西奥的下流笑话，用朱丽叶提醒罗密欧别用月亮名义发誓，用奶妈警告时间不早的呼喊
，使这段貌似浪漫味道十足的戏保持“不纯”。
而“不纯”才是“现实主义，巧智和形式的精妙复杂”。
因此他提出一个口号：诗人最要紧的事是“与罗密欧的朋友茂丘西奥达成协议”。
这意思是说诗人千万不要一厢情愿，搞理想化，作品内应当听到“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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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诗歌读本:大学卷》：体悟世间最美的吟唱，为了一种诗意的生活，让诗歌伴随我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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