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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

内容概要

由孙文波主编的《当代诗》第一辑，收录了活跃于中国当代诗坛的，出生于50、60、70、80年代的26
位诗人的最新作品，其中“诗歌广场”部分刊发臧棣、张曙光等26位诗人的最新力作，“诗人访谈”
收录萧开愚、翟永明的访谈，“动态分析”刊发张桃洲的《90年代诗歌“遗产”》，“专题研究”收
录姜涛、西渡、敬文东、二十月的文章，“诗人随笔”收录朱永良的札记。是一本具有阅读性和文献
价值的当代诗歌的最新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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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

作者简介

孙文波，著名诗人，1956出生，四川成都人，现居北京。1985年开始诗歌写作，曾与人创办诗歌刊物
《红旗》、《九十年代》、《反对》、《小杂志》，与人合编《中国诗歌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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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

书籍目录

目 录
●诗歌广场
臧 棣（6首）
万古愁丛书
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丛书
纪念艾青丛书
中国心丛书
思想轨迹丛书
七步诗丛书
张曙光（5首）
盛夏读陶渊明
蒋 浩（3首）
十一月四日，在流花车站
开封行
深圳行
蓝 蓝（6首）
恶心
在大师的客厅里
读史
哥特兰岛的黄昏
一月十七日晨，梦到好友
七月
水 银（4首）
端午节记
丁香之城
参照之诗
历史纠错
明 迪（5首）
女人的房间之一
女人的房间之二
女人的房间之三
女人的房间之四
一个人的房间
阿 西（1首）
冬日之囊（组诗选章）
江 离（3首）
回忆录
不朽
一个恶棍的生死信札
文乾义（8首）
不由自主
郁闷
一壶水
我身边
印象
呛一口海水
两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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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

听到
林 木（4首）
诗，关乎热泪
诗，关乎悲欢
诗，关乎闲情
诗，关乎祭祀
泉 子（3首）
汶川大地震
雾越来越浓密
反对
小 雅（1首）
悼念张枣
胡 桑（1首）
惶然书（选章）
陈 均（1首）
月馀小景（组诗）
孙 磊（4首）
病中——给gaobrothers
存在之难
经血
静穆
李龙炳（4首）
头
重现的镜子
碗之灵
粮食以北
潘乙宁（3首）
野鸭子笔记
六月七日，雨中送蒋浩归京
七月十日，大東海之夜
周伟驰（4首）
黄鹤楼
一棵树本身
坐飞机从咸阳到燕都
十九世纪
杨铁军（4首）
闷雷沿着湖面滚来
繁殖敌人
和一个声音的对话
叶公好龙或其它
哑 石（6首）
焰火诗
喜鹊诗
潜望镜诗
能源诗
生日诗
环保诗
凌 越（3首）
我到过无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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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

对着夜色，我滔滔不绝
我心里有一个形象
凸 凹（2首）
一粒词，或致保罗·策兰
内部诗，或元旦献辞
森 子（4首）
周末
湖畔独坐
秋雨之夜，听勃拉姆斯大提琴奏鸣曲1&2号
在李商隐墓前
沈 方（5首）
读王羲之姨母帖
读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
在湖州博物馆观赵孟頫书画展
读戚继光自书送小山李先生归蓬莱诗
与许羽读帖
清 平（5首）
雪
喜剧一折
预言十四行
蓝花蜜
世界某一日
孙文波（1首）
长途汽车上的笔记
●诗人访谈
萧开愚：共谋一个激发存在感的方向
翟永明：在克制中得寸进尺
●动态分析
张桃洲：90年代诗歌“遗产”
●专题研究
姜 涛：浪漫主义、波西米亚“诗教”
兼及文学“嫩仔”和“大叔”们
西 渡：诗人的条件
敬文东：文如其人及其他
二十月：隐喻的分野
●诗学随笔
朱永良：关于诗及其他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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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

精彩短评

1、通篇读下来，姜涛的一篇诗论最有启发。
2、快速翻阅，只有蓝蓝、凌越、周伟驰的那几首能读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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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

精彩书评

1、当代诗的渊薮 　　 　　——读《当代诗》的一点感想 　　 　　 　　王东东 　　 　　 　　最近十
年，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可以作“现象学”考察的绝佳时期，这可能是一个缓冲、沉积、但绝非空白
的时期，它首先“悬置”了人们此前对诗歌的认知，无论是“二元对抗模式”还是对“对抗”的反抗
都是如此。长期以来，中国诗人都在这二者之间颠倒疯狂，也许中国诗人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为什
么“五四”白话文催生的这一门语言具有这么大的表现和表演思想系统的能力，而反过来，意识形态
阴影下的语言怂恿它的使用者把自己想象为一个语言斗士，即使这个语言斗士其实是沉溺到了一种孤
僻的语言乐趣当中，他带着狐疑，有时是嫉妒，看另一位躲不开的诗人——北岛——的表演。但现在
，这些似乎一下子都落空了。 　　 　　而现在，当代诗人似乎只是各写各的，相互漠不关心，毕竟
，当代诗什么人都在写。我原先还以为只有我有这种想法，及至翻到孙文波的几句诗，看他拉杂说来
，才知道他也这样想：“我的意思是：变化，已成为我们时代的表征。/我从不羡慕不属于自己的一切
（大学系统，/保险金制度）。我不害怕疾病？疼痛的感觉/反复多次，已经钝化。我去医院，只是陪
伴人。//我有自己的原则：不做别人手中的玩偶。/正是这样，一个时期以来，我拒绝向人，/哪怕是朋
友透露自己的行踪，只是说，在山里。/我实际是呆在河边，从流水寻找‘自我的确定’。”（《长途
汽车上的笔记——感怀、咏物、山水诗之杂合体》）当代诗似乎正是处在“在山里”的状态。在看似
随意甚至紊乱的句子中常常透露出当代诗人心灵的孤绝。这些句子看来看去，也会产生一种陡峭的逻
辑感，虽然不似数学那样清晰，这种逻辑是那种在本土氤氲却总也消散不了的禅宗的思维方式，——
这是对二元对抗模式的化解，以及对这种化解的化解——，上一句和下一句转接很快，很突然。当代
诗能给人震惊，也多依赖于此。我有时候也故意跳到反面去想一想，为什么当代诗深沉的“诗心”一
到了明面上，却又是那么决绝无情，甚至慵懒颓废。这不能不说包藏着我们时代的秘密。 　　 　　
以我个人的看法——我严肃地说两句——孙文波他们这一代诗人都越来越走到了一个语言的绝境，确
切地说是语言诗的绝境，请善意看待“绝境”这两个字：这意味着幽微、极致，以及⋯⋯孤绝。当然
不是说当代诗是对当代事物的单相思：当代事物大半是呼唤对它自己的诗意表达的。这一代诗人爱上
语言诗的重重魅影，和他们反抗性的追求有关，也和他们写了这么多年有关，——语言的活色生香在
活色生香的事物面前总是抱愧。——但我以为，他们还要再写二十年，写出老年的作品，也让我们更
年轻的诗人感到压力。 　　 　　这些年来，语言的色泽似乎遭到了轻视，而代之以更白的话。但我
以为，语言的装饰还是少了，这正如一个女人合宜的打扮是不会讨人嫌的，反而是深心的表示。结果
一部分当代诗简直可以说是直露。 　　 　　当代诗大约总可以是一个现场，只要这编辑不是不看当
代诗，但当代诗不能总是一个现场。当代诗之能创造价值，还要和当代思想发生关联，不仅于此，还
要和传统诗歌和传统思想发生关系，这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本书里杨铁军有几句诗很有意思，不知道
能不能算作当代诗歌的自我写照：“⋯⋯我不知道我是什么，这无关神秘，/我就是一个我，我是你无
法概括的我，也是我自己无法概括的我，/我的存在由我控制，没错，但这又有什么，鹰也可以控制/
自己的翅膀。难道鹰更明白自己是什么？”（《和一个声音的对话》）将这个“我”字换成“当代诗
”看看也可以。这回又看到臧棣几句诗：“⋯⋯哦，形象，/你有强大的思想，诗才会超越你我，/变
成没有比诗更现实的东西。”（《思想轨迹丛书》）。 　　 　　最后再说几句话，扯得远一点。和
古典诗人不同，在中国当代（现代）诗人这里一直存在着一个离开故国、而又返回的神话或叙事，这
固然和对不同文化的选择有关，诗人对这一直最为敏感，但从北岛到最近的“九十年代诗歌”也没有
完成这个叙事，这个“尤利西斯之旅”几乎可以说是（西方）叙事的源头了，这样看来，九十年代诗
人早就做到了“叙事的消解”。而如果由北岛去写一部小说，讲述一下“新中国的孩子”到现在为止
的全部人生经历，表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完整的精神视野，我会非常高兴一读，并且不管这是否会
增加他的机会——几乎肯定的——成为瑞典国王的尊贵宾客中的一员。 　　 　　 　　 　　 　　 　　
2、1998年3月，洪子诚主编的“90年代中国诗歌”丛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臧棣《燕园
纪事》、张曙光《小丑的花格外衣》、西渡《雪景中的柏拉图》、黄灿然《世界的隐喻》、孙文波《
给小蓓的俪歌》、张枣《春秋来信》等六位诗人的单本诗集）。十多年来，这一辈的诗人也发生了很
多事情：萧开愚更多地涉足当代艺术，臧棣主持着北大诗歌研究所，张枣不幸离世⋯⋯今年秋天，一
向闲散甚至显得市民化的孙文波也发力了，《当代诗》的出版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界的一件大事。而回
顾十年来中国当代诗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些惊愕地发现，我们甚至很难准确而具
体地说清楚，当代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十年因为离我们太近，而很难说意味着，可能最贴近的是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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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

1.0到web 2.0的升级，google的无所不在，以及胡温的政策？一切都显得模糊而难以定义。人们不再相
信电视上报纸上的数字，没有什么值得相信和可以相信了，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最近人们在
看《盗梦空间》，《黑客帝国》的拯救世界梦想终于下滑到拯救自我而不可得的梦想破灭。而这种幻
灭，显然在诗歌领域早就已经出现了端倪，语言是最敏感的触角之一。当人们前言不搭后语，在日常
生活中草率地使用各种重大词汇，就意味着一轮变乱将会来临——语言是世界的符号，这是符号学的
基本前提。当符号混乱起来的时候，逻辑将出面进行拯救。在《当代诗》的“出版说明”（孙文波很
小心的没有用“序言”这个重大的词汇，他是个非常敏感于词汇的诗人）里，透露出浓厚的烽烟气息
：“拓疆开土”的文化野心。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样的宣言显得像是玩笑或自嘲，但只有深谙世界真
相的人才能意识到，事实的确如此，语言是世界的重要密码，说什么话就意味着做什么事，我们都是
被语言驱动的盲目力量。因此，当孙文波写道“如果到最后诗不是一种抛弃似的存在，没有决绝地不
求原谅的姿态，所建立的标准就只能是戏子般取悦别人的标准。”这里他透露出一位将军般的宏大视
野，甚至，“在我这里绝对才是相对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诗人甚至是有着受迫害妄想狂般的严重
心态，他们看着语言的绿洲被大众文化日日蚕食，感到惊心的恐惧，因此，在这个时代，成群结队地
出来捍卫不存在的国土。而不论世俗如何，语言秘密的掌握者们有着自身强悍的逻辑，“在集合的意
义上让读者看到一个时代有价值的诗洋态，并能够看到语言朝向未来的流变”。在这本诗集里，有人
致力于“丛书”写作、构建观念王国，有人将书面语与口语颠覆把玩出新可能性，也有人坚持传统的
抒情诗写作、保持系统的稳定性⋯⋯每个诗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野心，进行着各自的语言功课。不是
每个诗人都坚信诗歌魔力、语言游戏能量、世界的符号秘密这样一些超验的观念，但毫无疑问，他们
在进行着自己也很难预计其功效的战斗，非常严肃地。在进入21世纪之初，世界架上绘画的中心转移
到北京，中国成为当代艺术炙手可热的重要区域。十年后，汉语作为世界上最神秘的语言之一也参与
到这场混乱而神秘的世界游戏中——语言的巫术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诗人们在符号和观念的世界里
搏杀（或游乐），从他们的作品结集中也许能窥见一些奥妙。这是一场精彩而隐秘的斗戏。
3、看孙文波主编《当代诗》文/徐家玲三十年来寄托民刊为载体的精神小圈子构成了三十年来中国诗
歌发展的主要力量。我并没有详查曾经有没有一本叫《当代诗》或相似名称的诗歌民刊，如果有，也
因其影响有限而被大多数人忘却了。文化就是如此。必须要有传播力度，能造成影响及其反馈。至今
，我仍然模糊，朦胧诗之后，第三代、中间代、70后、80后等代际概念划分诗歌写作，谁拥有这样的
话语权并能保证其有效性。然而，文学的力量、诗歌的力量肯定不局限于此，它们都应打通一切时代
，诗人和作家成为人类的同代人。那么，在人类这个价值层面上，“当代”的不重要和重要性都将得
到阐释。“当代”的不重要依然是它之于写作的局限是无效的，有力量的作品可以打破一切对它试图
的命名。“当代”永远发生于“此时”，古人也有过他们的“当代”，我们的“当代”也注定要成为
“传统”。然而，于今日，此时，“当代”的重要性恰恰是对一个写作者的有力审视，即你与时代、
社会、历史的关系，这并不亚于写作者在语言本身的卓绝追求。因为，只有你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
自我在整个人类文化脉络中所处的位置，你才有能力把这个时代向人们提出来，这不失为一种“当代
”，如果一个写作者没有这个能力，则其绝不可能归属人类的星群，也不能将他所处时代的伟大植入
历史，植入人类绵延的群峰。相对于“当代诗”，“当代艺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出现，并成
为世界范围内普遍接受的一个词汇。“当代艺术”的发生我仍旧相信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种新
价值观的到来，但是就其近年来的表现，“当代艺术”从价值观降格为一种简单的谋利的方法论，它
的批判力基本已经丧失。孙文波主编的《当代诗》，我相信是一种价值观，并且就如他在“出版说明
”中所言是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价值观，这本书的价值取向是孙文波的价值取向，彰显了他对以往诗
歌写作历史描述的不满和重新审视以往和当下的雄心。我并不能断定，多年以后我们会普遍接受“当
代诗”这个概念，但是，就《当代诗》这本书而言，孙文波将“当代”冠之以书名，不是简单的对以
往写作概念的重新命名，因为我已说了，这是孙文波所认知的“当代”，他所选择的诗人、诗歌作品
都是他“在信任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当代诗》里面选取的诗人，很多人我们耳熟能详，也有一
些还很陌生的名字。“当代诗”不是一种价值的遮蔽，因为我们读诗，始终是要透过这些概念性的东
西还原于写作者个人，他的写作，他的个体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当代诗》的编辑，出版，这一本带
有出版的书号的“民刊”， 我不敢说，《当代诗》的出版会对将来的诗歌写作和诗歌史写作产生何种
程度的影响，但是《当代诗》的出版，不是要我们去纠结谁“当代”谁不“当代”的问题，如果非要
追问，什么是“当代”，什么是“当代诗”，那么我们不妨去读一读《当代诗》，用平和的心态理解
诗人孙文波给出的个体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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