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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肉身》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十年来的论诗选集，其中有现代诗研究，有当代诗评论，也有古典诗欣赏。作者博涉与圆
览兼具，尤其擅长对诗歌文本的擘肌析理，加上文笔流丽精准，所以极具可读性。作者惯能将中西会
通，古今映照，处处强调形式的重要，但也不放弃对现实问题与观念世界的关注；时时借重理论的力
量，但又不自囿于对理论的搬弄，而是入而能出，用而能化。总之，这是望远镜与显微镜交替使用的
对诗的观照，古今中外，胜义纷陈，既有严肃的思辨，又是愉悦的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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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弱水，1963年生，安徽青阳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著有《卞之琳诗艺研究》、《抽思织锦：诗学观念及文体论集》、《中西同步与位移》、《
从王熙凤到波托西》、《古典诗的现代性》等。兼写诗与随笔，有诗集《线装的心情》、随笔集《陆
客台湾》、《赖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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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只读了几篇之前的三本书里没选的。论现代白话的及物性倒是和孔庆东暗合。解说杜甫两首打鱼
诗，是否也意味着江老师自己审美视域的微调？神韵派空灵之偏，当以鲁杜沉雄之力救之。这里说得
太好了！
2、宁馨儿
3、#2013091#
4、我读浅不可言深，读来只觉精神气爽，旁征博引的那些诗人、评论家、作者不少都是常关注的。
文笔和分析都有一长，觉来甚是有味。
5、论诗文集，诗文的用典，互文的“跨时”存在，骈文与律诗的形式；善于守法的闻一多，敏于变
法的徐志摩，精于用法的卞之琳，敢于破法的冯至，以及各自呈现的西方影响；梁秉钧属于香港的“
集体经验”，诗歌中新历史主义从事实到虚构的转译，古典诗歌中尤喜白石元宵词说。中西对照、古
今贯通，见学识，见趣味。
6、大部分文章之前读过，才子气重，文辞修剪得很妥帖，但总归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
7、谈艺不易，关于古典诗歌的现代性尚可更深入。
8、快意恩仇录。明朗，畅健，流丽，将“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揪出来判罚为“畸形儿”
，大放异彩。目光同样覆盖到港台及海外华人诗学，“诗，有时候就应该是举起邋里邋遢的袖子揩一
滴邋里邋遢的眼泪”之类颇有创见的佳句迭出。今姑略诸，拉杂书之，因为ky政治也搞得“我的我要
炸了”
9、虽然是选集，里面的文章也基本上早已读过，不过江的才气与文笔都是值得涵咏再三的，另期待
早出论现当代诗歌的专著
10、用笔老辣 才子不虚
11、第一次觉得文学评论比作品本身好看。感觉江弱水满牛的——是不是研究诗的，就没有他不熟悉
的诗人，没有他没咂摸过的诗？更何况江是用诗一样的语言在写诗评。打算再读读李长吉、杜甫的秋
兴八首、瓦雷里，感受到作者对这几位的浓浓敬意了。
12、江弱水简直学界黄老邪，多智而近妖，有些论断明知不太合理，但依然被他说服。作为一个精选
本，很多文章其实都读过，最后一辑论鲁迅的给人留下极深印象，尤其是讨论《野草》的视觉艺术的
部分
13、拖了好久，断断续续总算读完了。读了新的忘了旧的，郁闷！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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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文本的肉身》的笔记-第215页

        典型的学院派作家的通病，便是太熟悉流行的文化理论了，意在笔先几乎成了本能，理论于是反
过来造成对艺术的伤害。用陆兴华的话来说，凡是理论家能说得清楚地，艺术家应该力避落入其套路
，应该着力去表达不可言说之物。但这是一个理论霸权的时代，艺术家往往露怯，总想引理论以自重
，让理论为自己的作品背书。他们“很愿意将自己的理论运算裸露出来”，可是，就连“理论家都不
愿意将他们自己的理论运算过程之源代码展示出来给人看，因为这不讨好、不讨巧”。可是今天的艺
术家总是喜欢预谋着来一场与批评理论共谋的文本狂欢。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谋杀的对象最
后是自己。

2、《文本的肉身》的笔记-第51页

        闻一多最早将英文的sonnet译为“商籁”⋯⋯音义双关，允称佳译。众声为籁，高秋为商，可见此
一诗体，绝不骀荡通融似春风，而是紧张冷肃如秋气。
——此乃译名中音义兼译的一例。不过，作者后面的解释未必是闻一多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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