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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池坝笔记》

内容概要

本书是诗人陈先发近二十年来涉及诗学、现象学、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内容的随笔总集。本书体例
别致、文笔奇崛、思辩尖锐，对当下汉语写作有不可多得的启示意义；亦可见出作者宏阔的知识视野
、坚实的学理功底、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独特的人文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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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池坝笔记》

作者简介

陈先发，诗人、作家。一九六七年生于安徽桐城。一九八九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著有诗集《春天的死
亡之书》、《前世》、《写碑之心》，长篇小说《拉魂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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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池坝笔记》

书籍目录

辑一
○○一—三○七

辑二
三○八—五九五
辑三
五九六—九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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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池坝笔记》

精彩短评

1、不赞同说过度玩文字的评价。读这本书既需要修辞学基础也需要思辨的深度，描述精准风雅，何
况是一个反时代浮躁的存在，轻易弃置它是读者的损失。
2、是随笔 不用正襟危坐地看
3、诗学笔记
4、我在喜马拉雅朗读的第一本书http://www.ximalaya.com/swf/album/red.swf?id=419091 。好多内容晦涩
，作者作为诗人的思维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柳树、鱼、水、猫、四边形，很多意象。我能抓住那一
丝感悟，已觉得作者很了不起。一本好书。
5、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我们的不言、不议
、不说，皆因愚钝笨拙，而陈老师却句句都是神来之笔。《黑池坝笔记》读之如雷棒喝，如沐清露，
身为读者，与有荣焉。
6、不可否认它很好，但过度思辨。老陈对于文字和语言的运用已经十分炉火纯青了，因此下意识或
无意识里又过度把玩文字，也就是无意识的炫技。任何人和作品被奉为”神作“的时候，一定要理智
，适度怀疑和质问。
7、需反复诵读感受美感
8、语言太美，我们小心地沉醉与小心沉醉。
9、“死亡不值得赞颂，它远非明觉本身。吐中有，椅中有，布中有，溺中有。有则不满，扣之恍惚
。无中忽有，达到颠覆。”  每天读几条，沉郁奇崛，文字中有大美。
10、好书分享！
11、发哥功力深厚。
12、神神叨叨，炫耀着语言的魔力。
13、看完，我就胡思乱想得更加一本正经了。
14、冰凉又滑溜溜硬挺挺，不错
15、跃出水面的鱼&四边形里的猫 “小说家大于他的小说 而诗人小于他的诗” 2015.12.7
16、“当我们看到鱼从河中跃出。不妨认为现象的本质是，整条河流从一条孤立的小鱼身上一跃而起
，茫然远去。”“但倘若没有一颗足够强大的心脏，语言像一块坚实面具在阻碍着自由面目的涌现。
”
17、忏悔吧 买了两年还没看完...
18、这是一部个人思想史和语言史，是陈先发以个人之力，编修的汉语写作启示录；是他集二十年之
功，倾心建造的诗学哲学巴别塔。梨花之白、坝上垂柳、猫和四边形⋯⋯这些密集的意象衍生出的经
纬，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传统之上建构了一座神奇的迷宫：这里有卡夫卡式的悖谬，有维特根斯坦般
的呓语，有禅宗明心见性之悟⋯⋯一本选择读者和挑战读者的语言智慧之书，强力推荐。
19、信息量很大。年初佩索阿，年底陈先发，都是思维密度极大的诗海 ...
20、你的诗没这么装神弄鬼啊陈老师
21、真好看啊
22、今年所读的，这本算是灵异。。
23、聒噪的 即是低下的
24、真的受够了里面的柳树和榆树，鱼和水，还有那么多猫和四边形了。
25、启发之作。
26、非常酷的作品
27、随感式哲思写作，难以避免故弄玄虚的味道
28、少了一点迟钝与落后的自觉，好像还不大能沉得住气。卡夫卡说，“这世界将会在你面前蜕去外
壳，它不会别的，它将飘飘然地在你面前扭动。”而我期待的，恰恰是一个不扭动的世界。三星，
但8分。
29、挺好看。
30、因一句话读的一本书，读完永远发现还是只喜欢那一句。本来可以是不错的随笔，但摆弄文字来
搞哲学、语言学上的故弄玄虚非常影响阅读体验啊⋯
31、将杀鸡问题比作杀谭嗣同，是将鸡陌生化。将杀谭嗣同问题比作杀鸡，是将谭嗣同陌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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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池坝笔记》

32、补标。
33、诗意美
34、网上读了辑一，写了篇短评，感觉又要得罪一帮人了。
35、“我若开口，便是陷阱”  
 “世上每一件东西都和虚无牢牢地焊接在一起，世上唯一可名之为丑的，正是对此论点的怀疑与敌意
”
“让位于死者，玩好生者的语言游戏。从此点出发，环游感官的世界并回到此点之上”⋯⋯
读书人不会拒绝真正的好书。就看你有没有缘分遇见，得《黑池坝笔记》是你我今生的福分。
36、读到浑身发麻。沉郁又通透，玄妙至极，美到难以言说。
37、读过，语言有些拗口，哲学味太浓厚，语言又很精炼，需要一定的理解力才能读懂。
38、遗书气质
39、不懂的很多，但从懂的，半懂的，以为懂的之中已获益良多。
40、零碎文字，读了一部分
41、什么叫把语言文字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大制作大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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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池坝笔记》

精彩书评

1、是我今年看过的书里面我最推荐的一本。字个个都懂，可字字也如河流，每人只能踏入一次，每
次都是一个有新思想的自己。我下面的也不能算是书评了，看了书后写的小些想法罢了。《休问梁园
旧宾客》最近看陈先发前辈的思想集，发现了李商隐的诗句其实很有意思。他说：歧途就是不断偏离
自己又永远肯定地活着，像李商隐的“断无消息石榴红”般孤立地活着。当时就觉得这是多么寂寞的
一般活着，脑子就出现了一个男人，在一大堆似火的花中，黑白色的活着。凌晨，记起这个孤寂的男
人，在amazon上买了他的诗集。打开时，就像翻开一页页硕大的芭蕉叶，前面的枝干依旧遮遮掩掩，
我将沿着这条谜语，慢慢地靠近他。诗集按照他的生平境况选作而成，看到他的春风得意，看到他的
悲古寂寥，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犹如解剖般散开他的皮囊，显露他的血和肉，我在幽静的钢琴曲里直视
他的脏器。突然觉得，了解一个人的感觉真好。我不是说我就了解了他，而是认真走在了解一个人的
路上真好。我到现在，很少觉得了解是个很好的词，我不喜欢了解别人。王小波说：世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我这样的，另一种不是我这样的。距离也是个很好的词，可是我走在河边，对岸传来他的歌声
，我止步不前，觉得此时风景正好。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以后你远
走，我也会写信给你。可是顿觉理解是世上最难的事，理解也是无数次的飞矢之中，无意中靶的一支
。休问梁园旧宾客，来年谁又董青青？
2、陈先发的笔记印证了我长期以来对国内诗人的偏见：故作姿态，装神弄鬼，却又缺乏足够的学术
训练与必要的思维能力，简而言之，就是民哲。当然，这话绝无针对所有人的意思，相信足够优秀与
自信的诗人早已将自身区别于这一行列。我只在陈先发的博客上浏览过《黑池坝笔记》的第一辑，但
我相信这近千条神神叨叨的杂感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如若你想阅读真正的诗人、哲学家的笔记，那
么史蒂文斯的《徐缓篇》或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无疑是更好的选择。而陈先发的“即兴之思”
，尽管摆足了架子，带着读者在伪哲学中兜圈，但总在不经意间暴露它的原貌：要么是一句被替换掉
了的常识，要么是几个搅和着大脑里、未能组织起来的词汇。《笔记》的简介颇为唬人：“以个人之
力，修编汉语写作启示录；用廿年之功，修建诗学哲学巴别塔”，“本书是诗人陈先发近二十年来涉
及诗学、现象学、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内容的随笔总集。本书体例别致、文笔奇崛、思辩尖锐，对
当下汉语写作有不可多得的启示意义；亦可见出作者宏阔的知识视野、坚实的学理功底、敏锐的问题
意识以及独特的人文立场。”且不论将现象学与哲学并列是否合理，单看列举的各类学问，陈先发的
随笔确乎无所不包，堪称视野宏阔，文中不时跳出的“解构”、“符码”、“自在”、“唯我论”等
术语，似乎也在证实他所谓的学理功底。但在一口气读完百来条笔记后，我遗憾地发现，陈先发甚至
难以有效地阐明观点，也鲜有合理的推导与演绎。连篇累牍都是似是而非的“哲学”思辨。或许诗人
早就预备好数套说辞来贬斥那些讨要逻辑的人，又或许诗人的身份本身就能为其中的不妥与错讹开脱
。作为读者，我能够容忍文章中的疏漏（对每个人而言都在所难免），但联系到陈先发的自我期许，
他所暴露出的那种学艺不精，却打算文学、哲学、语言学、社会学一锅端的心态则多少有些令人不适
。不难猜想，陈先发应当自视甚高。他把《黑池坝笔记》定义为“巨幅哲学笔记”，在一篇访谈里，
他曾引述并认可了一句对《笔记》的评价：“在内容上，《黑池坝笔记》是专断的。它不是在转述大
师们的思想，向他们致敬，而是同他们争辩，甚至以偷换概念的形式挑起他们之间的矛盾，引起诗学
、语言学和哲学的混战。”一位我不相识的论者为此书撰写的评论里，更是大量引述了不着调的溢美
之词。但眼拙如我，着实看不出陈先发对哲学的体悟有任何超出哲学系本科生之处，其除却转述前人
思想的部分，基本都靠虚浮的修辞敷衍成段。窃以为，能准确地转述“大师们的思想”也非易事，当
代诗人们在做着引发学界混战的迷梦前还须先打好基本功。《笔记》的编排本身没有逻辑，各类主题
交杂，长短错落。最短的可能只是“小诗”般的只言片语，如：6、我若开口，便是陷阱。8、黄叶飘
下，亦为教诲。36、美即有用动身前往无用。42、往昔是一种假定。52、果熟畏枝。花红忘言。58、
梨花点点，白如报应。68、残忍（之受）近乎美德。100、蜘蛛无处不在。稍长些有：2、做神仙，是
做人的一部分。可共享而不可被拆解的。微风拂过，凛厉无比。20、垂首流向星空，成其至穷与浩翰
的第三体，它对应了我的不渴而饮。21、心中有乌托邦的麻雀嘴角淌血，她被鸣叫累垮之后形成的短
暂空白，常被误解为有所不鸣。44、人既不能固守自身，又有何事不能释怀呢？以上的杂感都偏于文
学化的表述，不计较的话，多少还有点意思，发微博、发豆瓣、好友圈、校内网、签名档，均无不可
。但每当陈先发试图更进一步，一显他“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独特的人文立场”时，问题就来了：60. 
梨花在空中滑了一下。梨花时刻在刑场中。当你在“死后”或性无能时，会觉得梨花异常地美，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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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池坝笔记》

道不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吗？在多数时刻，梨花和（我们的）语言生着同一种病。是的，“死后”或
性无能时，觉得梨花很美，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为什么？若说是语言问题，还能勉强解释得通，但
为什么是语言学。比起自己的理解能力有问题，我更愿相信这是某些当代诗人用词上的随意与任性。
好作惊人之语，几乎是民哲的通病，其中的关联陈先发自己也未必说得清。相仿的例子还有：116. 现
象学素描：我是一个腰束跛马的小丑，早上坐在餐桌边抛掷硬币，阳光一会儿刺疼我的左眼，一会儿
刺疼我的右眼。我手中有“难言”的金箍棒，长丈二，重三两。从窗口看出去，鸟儿在枝头长嘘短叹
，长堤含霜，人皆持伞。一座宫殿在湖面快速地移动，一个“词”在墨水中闪耀。有个卖菜的邋遢小
老头，遗在田埂上的粪便，像寒风中的六和塔。陈先发似乎对现象学情有独钟，笔记中不止一次提及
，但此处为什么是“现象学素描”？这种素描，或者说这种“看”、这种“描述”，当然不是基于现
象学的方法，它与意向性结构，与现象学的悬置，与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均无关。面对此类的笔记，
我们甚至不知从何入手，因为它的含混几乎回避了所有严肃讨论的可能，而这大概正是陈先发们所要
的。你和他谈诗，他说这是哲学的，你和他谈哲学，他说这是诗歌的，或者是“超哲学”的，像陈先
发说的：“以诗的方式终结哲学”。类似的豪言壮语我们曾在不同的场合听不同的诗人说过，只能说
是不了解哲学的诗人们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陈先发煞有介事的哲学只是一种“先锋”色彩浓重的程
式化的书写。212、唯名的狗屎，　　  在原野上。它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它在说服自己。它的名字
，它的壳，被一个内心折磨的人反复用来证明他自身。陈先发似乎喜欢学着禅宗公案说些像“狗屎”
一样出格的词，但效果其实令人尴尬。而且我很怀疑他对nominalism的理解只停留在望文生义的层面
，当然，也没法细究。　　40、我迷恋圆锥体。乳房被吸瘪了呈现出圆锥体的变形，难道仅仅因为圆
锥体有一个“顶点”并能从那里喷射出乳汁吗？显然不能挪用一种简单的物象去遮蔽一个如此重要的
命题。那么，我到底是迷恋“圆”、“锥”、“体”三个字（或“yuan”、“zhui”、“ti”）或其组
合隐含的神秘逻辑？还是迷恋它所能表达的（或用英语cone、西班牙语Cono、德语Deutsch同样能指向
的）那一类物体呢？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而在于“我迷恋圆锥体”这个定义已经形成了，它的后
果是未知的，它已经发生的作用亦是未知的。像任何一个来历不明的规则一样，它勃发的生命力远比
那些能追溯出源头的东西要有力得多。这样拉拉杂杂的一番话，连同散落在笔记里的“梨花”、“四
边形”、“柳树”、“猫”等其实都无多大深意。陈先发想营造一个由费解的意象组成的王国，但总
滑入另一种陈腔滥调。值得陈先发注意的还有一处细节，Deutsch是“德语”的意思，而非圆锥体，使
用google翻译时要做好必要的复核。当然，《笔记》中也偶有语意连贯，准确性较高的内容（尽管很
少），例如：53、如果语言永在该死的逻辑分析中，那它还有什么灵性和生趣呢？（从亚里斯多德到
维特根斯坦早期的漫长时日）西哲们固守荒唐的实体主义作为立言之本（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实体
才是真正的独立存在，语言与“简单物体”（simpleobject）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正是简单物体及
其关系构成了语言的固定的意义），在这里，语言是“生而即死”的。所幸的是，晚年维氏彻底否定
了早期观点，创出了语言游戏说。这个论点互否的过程，如同从“有强大意志力却僵死“着”的冰恢
复为鲜活的流水”。而在东哲（老子、龙树）这里，语言一直是与物若即若离的独立存在，是有无限
之灵性的。如果语言和实体之间真有不变的对应，那么“空”对应什么呢？老子说：“凿户牖以为室
，当其无，有室之用”，“无”即是一切物的自性，又有容纳思想本身的“室之用”，语言以其“及
物”而能够被把握，又因其“不及物”而灵动自如，随心灵震动不已。但其中依然存在漏洞。我不知
道陈先发在批驳西方“该死的逻辑分析”、“荒唐的实体主义”的同时，究竟对亚里士多德、维特根
斯坦（也是他喜欢引用的一位哲人）了解多少。陈先发说：“如果语言和实体之间真有不变的对应，
那么‘空’对应什么呢？”仅凭自己浅薄的认知，我揣测他对上述二人的理解也存在偏差。陈先发似
乎是将“实体”仅仅等同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质料实体，以至于认为“空”是没有对应。维特根斯
坦的simple object（《逻辑哲学论》2.02），是他推导出的逻辑分析的基本单位，它构成了世界的实体
（《逻辑哲学论》2.021）。“对象”这一概念本身比较复杂，维氏从未给出过简单对象的例子，但应
当注意的是，它并非从经验、从物理世界客观存在的对象里推出的。我并不是要说前期维特根斯坦没
有问题，但陈先发用“空”没有对应，来质疑语言和实体之间的对应，很可能是误解了维氏的对象概
念，在学理上是不太通的。类似的情况不少，无法逐一讨论。据言，有一位看过黑池坝笔记片断的读
者说：“这是一本每天只宜读一至两页的书。”我为他被误伤的自尊感到惋惜，长期以来，混淆视听
的民哲诗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启发。请容许我断章取义地使用一则笔记来做个了结：“天才唯
一的特点是直接说出。”因此，机智的读者们，是时候看破皇帝的新衣了。2014.11.20晚PS：我不认识
陈先发，更没有旧怨。仅就诗歌而言，陈先发的确写过部分还不错的诗，但陈反映出的当代汉语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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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病也确有其事。窃以为，若将《笔记》里“哲学”的部分去掉，还算一本可圈可点的散文诗集。
急就的短文，措辞或有偏颇处，还请见谅。
3、先发：入冬后，我忙得很，你的书舍不得丢，陆陆续续读，如观静水。乍看似乎滞而不动，细一
看分明在深流，读完书后方才觉出水落石出。水落石出之后兀自山高月小，我真是击节赞叹好几次的
。你让我对《黑池坝笔记》提提意见，意见谈不上，写封信谈谈感受吧。你我相见三五次，总是偶遇
，话也说得不多，每次应酬三五句，但我心里把你当朋友。你我似乎都不是话多之人，写作者重要的
是思想文才，口才无关紧要。口锐者天钝之，我从不敢狂妄，只是挑着一篮子鸡蛋上街，避开人些才
好。我如今只要外出，总一脸疲相。在家中歇息，顿觉心旷神怡。坐于椅，坐于墩，坐于厕，皆能身
静思安。站着为人，坐而成佛。成佛的事情不去想他。坐而得道，得文章之道，也说不定，释迦牟尼
正是坐在菩提树下悟道的。《黑池坝笔记》是本奇书，有才气，有元气，有真气，篇篇都入了文学的
境界，我不是客气。气这个字还有种写法为“氣”，下面多个米。当下文章多是无米之气，落不到实
处，终究入不得一流，这也是明清小品不如唐宋与魏晋文章的原因。才气是天生的，元气要养，真气
要修。你我都在媒体工作，时间太重要了，近年时刻告诫自己时间和身体不可浪费，要养气，气息足
了，文章才能贯之神性。你这本笔记的好，正是好在神性上。诗意和哲理之类，是零碎的、断续的、
明灭的，如油灯如烛火，能跳动。《黑池坝笔记》短小，如一枝一叶，但厚实也混实。短文章难写，
不少人写短文章，倦意太足，全凭一点余兴支撑，文字没荡开。篇幅可以短，文气不能弱，更不能带
着倦容。周边朋友里有不少人写短文章，得道的几乎一个也无。发给我看，我总是批评多，每每让一
些朋友遭了不快怏怏而返的。我觉得文章的事，较真些个才好，难得糊涂不能行之四海，尤其朋友之
间。短文章难写，短文章是道家的写法佛家的写法，拉拉杂杂。这拉杂不是东扯西拉，是会意少言，
是老僧闲话。一个人境界不到修养不到，还是老老实实按照文章的章法才好。不破不立自然不假，第
一步先得按规矩办事。不破不立，破的是规矩，还不懂规矩，只能破坏。你的文章孤傲，如河岸孤立
的巨石，去章法，不修不凿，盘虬卧虎，随水依山，根扎得深，立得稳着的。短札，短是其表，重要
的是藏在后面的东西，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读书人还是要在忘言中找到真意。你的《
黑池坝笔记》是要读者若有思的，在智慧的电光火石间若有思。我写作八年时间，收获不是出版的几
本书，而是明白了杰作总是择人的，如果杰作选择你，那就是受命于天。《逍遥游》《离骚》《赤壁
赋》《史记》《水浒传》《西厢记》都是属于天地间早就有了的。我想，《黑池坝笔记》可以收藏了
常读的，以后你我老了死了，他依旧生机勃发。我早年写作，避重就虚，御风而行。现在知道，人是
不能御风的。大翮扶风美且壮，奈何我生不出翅膀呀。如今主张脚踏实地，写得越实，文里的境界才
越虚。《金瓶梅》《红楼梦》写家长里短，说吃喝玩乐，但人读来恍恍惚惚如坠梦境，这就是坐实为
虚啊。你的《黑池坝笔记》，写出生活的熹微与鲜活，虚实关系处理如同八大石涛徐渭的水墨，处处
可见诗意的东西让生命与个性光芒透出来，非常耐读，让人恨不得将你其中意趣化为己有。当下的散
文笔记我看过不少，你这本别有洞天。中国文章向来姹紫嫣红、百花齐放，文脉时隐时现，在你身上
，终于又现出一泓春水，曲折通幽。《易·履》：“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
也。 ”王弼注：“履道恶华，故素乃无咎。 ”高亨注：“素，白色无文彩。履，鞋也。 ‘素履往’
比喻人以朴素坦白之态度行事，此自无咎。 ”后用以比喻质朴无华、清白自守。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这八个字可以算作你这本书的注脚。我单位附近有家饺子店，同事和我去吃过一次，味道不错。饺
子店不远处有家羊肉馆，烧羊腿极好，你几时来，我请你吃去。夜深了，就写这么多，期待读到你下
一本更精彩的新书。祝如意。竹峰 上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合肥，二九楼頭
4、布罗茨基在评价蒙塔莱诗歌时有一段论述：““清晰”通常依赖于既存在为熟知的观念，或者更
糟糕，依赖于人的记忆。从这一点上看，越晦涩越好。晦涩是文化自身的一种防御手段。”也许朋友
们在阅读《黑池坝笔记》时也会不自觉想到“晦涩”这个词。老布的这段话或可作为对作者试图利用
诸如“猫”等意象来解析禅宗“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三重境界：大多数人看到的猫是
猫，这来自于清晰（传统或经验）;只有少数人看猫不是猫，并开始探究这个命题背后隐藏的深义;至
于再回到看猫还是猫的、这世上达到此澄明之境的，又能有几人呢？（读书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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