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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至今已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当代文
学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支撑起了中国文学新的天空，中国文学迅
速融入了世界文学的潮流并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甲种)汇编了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流派、文体等方面的综合研究
资料，全面梳理、呈现和总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脉络，旨在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新时
期文学研究的成就和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现有水平，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和认识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
科学的参照和理论的依据。
本书为该套书中的一本，收录了数十篇关于诗歌的优秀的文学评论，同时以附录方式展现相关研究成
果的整体索引。
     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人们由鄙弃帮腔帮调的伪善的诗，进而不满足于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
诗集的印数在猛跌，诗人在苦闷。
与此同时，一些老诗人试图作出从内容到形式的新的突破，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
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
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的出现，迫使我们作出切乎实际的判断和抉择。
我们不必为此不安，我们应当学会适应这一状况，并把它引向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路上去。
本书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甲种)套书中的一本，收录了关于中国新时期诗歌研究的最
优秀的研究成果，集资料的系统性、学术的科学性、观点的多元性、筛选的权威性于一体，可作为高
等院校图书馆值得珍藏的大型书籍，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文科教师、在校学生、社科院、作家协
会、现当代文学学会等不可或缺的最有价值最有权威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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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与孙绍振同志商榷崛起的诗群  
——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在“崛起”的声浪面前  ——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郑伯农西部诗歌：拱
起的山脊一只没有壳的气球  ——读《当代诗歌》一九八七年一月号“新潮诗”后的几点随想，兼议
“非非主义”的主张回归传统的台湾现代诗  ——简介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和现状语言的奴隶与诗的自
觉  ——谈非非主义的语言意识兼答一位批评者从四种角度谈诗与诗人  ——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
系问总体把握：反抒情或思考  ——中国诗歌现状研究论纲论艾青诗的意象世界及其结构系统现代“
游子”的梦幻  ——也谈新乡土诗诗与现实关系的调整  ——八十年代新诗发展的一个侧面新古典主义
诗观当代诗中禅道精神与现代主义之结合死亡：大陆与台湾地区近期诗作的共同主题世纪末台湾现代
诗传播情境新诗十三问  ——《绿风》诗刊百期献芹生命的突围与审美的重构  ——论中国当代少数民
族先锋诗人的文化策略海子生涯(代序一)八十年代以来台湾诗坛的三大流脉及其艺术视角九十年代诗
歌：叙事策略及其他断裂·转型·分化  ——九十年代先锋诗的文化境遇与多元流向试答周涛的“十
三问”诗要突围且慢经典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关于新诗的懂与不懂？
⋯⋯问题之随想丰富又贫乏的年代  ——关于当前诗歌的随想食指论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中国新
诗知性化倾向的演变轨迹新诗旧体共繁荣  ——在’99中华诗词笔会上的发言诗歌内部的真相致谢有顺
君的公开信思考比谩骂更重要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代序)转型期的中国社会
与当代诗歌主潮论当前诗歌写作的几种可能性我们和诗歌的现代冲突八九十年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
四种抒情范式  ——兼论新世纪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出路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  ——论九十年代的中
国诗歌略论中间代及中间代诗人附录：新时期诗歌研究资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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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我国诗歌传统源流很久：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几乎每一个时代都
有自己的诗的骄傲。
正是由于不断的吸收和不断的演变，我们才有了这样一个丰富而壮丽的诗传统。
同时，一个民族诗歌传统的形成，并不单靠本民族素有的材料，同时要广泛吸收外民族的营养，并使
之溶人自己的传统中去。
    要是我们把诗的传统看做河流，它的源头，也许只是一湾浅水。
在它经过的地方，有无数的支流汇入，这支流包括着外来诗歌的影响。
郭沫若无疑是中国诗歌之河的一个支流，但郭沫若却是溶人了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外国诗歌的优秀
素质而成为支流的。
艾青所受的教育和影响恐怕更是“洋”化的，但艾青却属于中国诗歌伟大传统的一部分。
    在刚刚告别的那个诗的暗夜里，我们的诗也和世界隔绝了。
我们不了解世界诗歌的状况。
在重获解放的今天，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新诗恢复它与世界诗歌的联系，以求获得更多的营养发展自
己。
因此有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
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
他们是新的探索者。
这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
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也带来了令人瞠目的“怪”现象。
的确，有的诗写得很朦胧，有的诗有过多的哀愁(不仅是淡淡的)，有的诗有不无偏颇的激愤，有的诗
则让人不懂。
总之，对于习惯了新诗“传统”模样的人，当前这些虽然为数不算太多的诗，是“古怪”的。
    于是，对于这些“古怪”的诗，有些评论者则沉不住气，便要急着出来加以“引导”。
有的则惶惶不安，以为诗歌出了乱子了。
这些人也许是好心的。
但我却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
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着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
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
而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
荣。
    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
我也是不赞成诗不让人懂的，但我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
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
即使是不好的艺术，也应当允许探索，何况“古怪”并不一定就不好。
对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旧诗，新诗就是“古怪”的；对于黄遵宪，胡适就是“古怪”的；对于郭沫若
，李季就是“古怪”的。
当年郭沫若的《天狗》、《晨安》、《凤凰涅槃》的出现，对于神韵妙悟的主张者们，不啻是青面獠
牙的妖物，但对如今的读者，它却是可以理解的平和之物了。
    接受挑战吧，新诗。
也许它被一些“怪”东西扰乱了平静，但一潭死水并不是发展，有风，有浪，有骚动，才是运动的正
常规律。
当前的诗歌形势是非常合理的。
鉴于历史的教训，适当容忍和宽宏，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的发展的。
                           (原载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                        P002-P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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