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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主意》

内容概要

【学者评价】
从1980年代至今，西川一直充满创造活力，对中国先锋诗歌某一向度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1980年代
，西川在保持庄重的精神向度的同时，捍卫了“元诗”的艺术自律性。他塑造了新的诗歌意志，以自
己的创造实绩，真正有效地体现出与中国新诗社会功利主义小传统的有力断裂。1990年代至今，西川
逸出了“常体诗”，创造出一种猛烈变构的“杂体”形式。他使诗的文体松动，包容力更广阔，让诗
拥有了更广泛的营养、循环和调节系统。
——陈超
敏锐的问题意识，深厚的人文底蕴，使西川的诗不断逾越自身，成为当代诗歌最重要的整合点和出发
地之一。他的诗沉稳、大气、均衡、精确，充满睿智的洞察但也不回避种种困扰，注重精良的抒情品
格，却又向异质事物充分敞开。他以孜孜不倦的热情贯通经典和当下，以灵活多变的语言策略致力于
综合的创造。通过引入文明的悖论模式，他大大扩展了诗歌经验的内涵，在不断增加其负荷的同时也
不断锻炼其表现的强度。他使我们意识到，一种在质地上足以与生活和历史相对称、相较量的诗不仅
必要，而且必须。
——唐晓渡
西川的写作，日益显示着一位集大成诗人的品质。他建立在宏大阅读基座上的对东西方文化艺术源流
谱系的深刻把握，对古老诗艺奥秘的洞悉，使他的诗歌一直在高端技术前沿，呈现着持久而稳定的创
造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转向当下现实材料的诗歌中，他以超常的察识和睿智，揿亮了现实凡俗
表象之下一个个隐匿的机关密码，呈现了普通事象深处的时代本相。
——燎原
西川是当代诗坛最令人瞩目的诗人之一，曾与海子、骆一禾一起并称北大“三剑客”。他的诗歌，文
辞优雅，形式匀称，具有一种“古典主义”的气质。他写于198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毫无杂质，近于
纯粹，几乎难以察觉到个人经验的蛛丝马迹，相反，对超验和神秘的事物却有一种执迷。1990年代以
后，西川似乎体认到这种诗艺与生活对称的难度，开始将叙事性、歌唱性、戏剧性熔于一炉，追求一
种“综合”的艺术。这让他的创作变得极为自如，起伏连绵的“句群”开始出现在他的诗歌中，世界
的繁复与荒谬也由此获得了一种承载形式。可以说，西川的这种创造，为汉语诗歌提供了一种特殊的
文体，使汉语诗歌与更为宽广的世界连通起来。
——张学昕
【作者自述】
到目前为止，我的短诗这部分写作，本书算个总结。将来如果再出版什么我的诗选，我此前的短诗作
品可以此书为标准。
市面上、网络上，我的一些诗有多稿并存的情况，本书所收作品算是定稿。
——西川
【内容简介】
本诗集由西川亲自选编，按照创作时间排序，收入了诗人近三十年来（1983-2012）创作的短诗，在编
选过程中作者又对部分诗作进行了修改，是目前为止作者最满意、最完善的一本短诗选集。代表着诗
人三十年来诗歌写作的最高成就。书中还收入了西川亲手绘制的插图，简单拙朴，而又不失禅机。诗
集为精装本，设计简朴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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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主意》

作者简介

西川，生于1963年。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现为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系2007年
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附属访问教授，2009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写作系奥赖恩访问艺术家。著有诗集
《虚构的家谱》《大意如此》《西川的诗》《个人好恶》、诗文集《深浅》、散文集《游荡与闲谈：
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水渍》、 随笔集《让蒙面人说话》、论文集《大河拐大弯：一种探求可能
性的诗歌思想》、评著《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 诗歌卷》、译著《博尔赫斯八十忆旧》、《米沃什词
典》（与人合译）、挪威诗人奥拉夫.H.豪格诗选《我站着，我受得了》（与人合译）、美国诗人盖
瑞.施耐德诗选《水面波纹》，编有《海子的诗》《海子诗全集》《挡风玻璃上的蝴蝶：中国当代诗选
》（德语有声读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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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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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主意》

精彩短评

1、早期的灵气简直可怕，中后期就没那么惊艳了，诗歌更多流于思考，跳跃性不足。
2、很喜欢，做了摘抄，是从图书馆借来看的，还夹了一张纸条在里面，希望有和我一样喜欢这本书
的人看见。
3、爱过，还爱。
4、这种没有灵魂没有情感空洞乏力滥俗的诗在中国太多了，只是西川的技艺更高超。
5、西川的短诗一般。
6、读不下去，没有启发，看不到灵气
7、特别喜欢西川早期的诗
8、【大部分要送给别人的东西到最后都留在了自己手里】 一个人走近我，我们似曾相识。 我们脸对
着脸，相互辨认。 我听见有人在远方鼓掌。 一支午夜的钢琴曲归于寂静。 对了，是这样：一个人走
近我，犹豫了片刻。随即欲言又止地，退回到他所从属的无边的阴影。

9、拿到了西川的签名，欣喜。每天读一点，将诗融化在生活中。
10、西川的短诗跨度很大，从哈尔盖到蚊子志，是一个诗人的自觉
11、西川的路走的比较远，但是高度，没办法和海子比。
12、完全读不下去的我，看到豆瓣的8分高评分惊诧了。
13、西川的诗 有着难以言状的批判世界批判精神的讥诮 他不会特意地从生活中剥离出一些东西一些浮
杂于表面的丑陋 他会连同生活连同粘接着尘埃的复杂面一并摊开在我们面前 不用忙着去审视 谨慎焦
灼斑驳般的情感会沿着黑暗的缝隙一并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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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主意》

精彩书评

1、《小主意：西川诗选（1983-2012）》作者说明国外（特别是西方）出版的单本诗集一般较薄，60
页左右就可出一本（也可以80来页）。在我了解到人家诗集的一般厚度之前，当我在一些诗人的传记
或年表中发现他们一生居然出版过40本或60本诗集，我曾感到十分惊讶和不解，总是自愧创造力不如
人。但实际上，在国外，诗集可以很薄。国外的小出版社有时还会出比60页更薄的诗集。我的由美国
夏威夷Tinfish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小老儿及其它诗篇》（Yours Truly and Other Poems）便只有26页，
而且是汉英双语对照。在国外，如果你走进一个陌生人的家，见书架上的书大多很薄，那么你就可以
肯定这家的主人一定是个诗人。诗歌读者和小说读者的区别之一在于：诗歌读者一般自己也会写几行
诗，而小说读者中真正抱定信念要当小说家的其实很少。诗集薄，一个诗人就方便为将要写出的诗集
通盘谋划——要写什么样的题材？需要怎样的结构？需要什么样的语言风格？为诗集而写和不为诗集
而写，写出的东西可能有所不同。我国的诗集没有60来页的（见过薄的，比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
》、撒尼族民歌《阿诗玛》等，但一般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写组诗、长诗，但我们大多数人的主要
作品为散篇诗。这也就是说我们脑子里只有诗篇意识，缺乏诗集意识。这种情况与我们出版社的习惯
性出版意识有关。编辑们觉得出本书至少应该100页吧，更好150页，最好200多页。200多页既像本“
书”，其定价也可以为读者所接受。当然再厚的书恐怕就会有点问题了：出版社怕卖不动。我国的出
版门槛一方面很高：出书不容易，尤其是诗集出版；另一方面又很低：种种自费出版和公私合作出版
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们“抓机会”出版的一般都是“诗选”，而不是“诗集”。我从前的
种种诗集其实也都是诗选。美国纽约新方向出版社（New Directions）的编辑在处理我的英文诗选《蚊
子志：西川诗选》（Notes on the Mosquito: Xi Chuan/ Selected Poems）的作品编排上犯了难：他要我将
每首诗出自哪本诗集一一标出，但我做不来，因为我从未出过他们那种意义上的单本诗集，而我在国
内出版的选集和选集之间总会有所重复。上面这些话不是可有可无的。但这类问题似乎还从未受到过
批评家和出版人的注意。批评家们习惯于大处着眼：风格、思想、形式、技巧、社会环境、历史意义
，当然也或者会从小处着眼：意象如何、修辞和句式如何、是否关心了小人物、是否表达了生活细节
，等等，但一些与写作有关的技术性问题似乎还从未入过他们的法眼。——看来这类问题只有留给写
作者自己了。上手工作和不上手工作的人在面对同一事物时的自我要求会有所不同。技术性的东西作
用于写作当然不仅限于出版。我相信从毛笔到钢笔到圆珠笔的更换肯定会对一个人的写作风格产生影
响。从竹木简、作为书写材料的丝帛到纸张（各种纸）的更换也会影响到诗人的写作。现在我们使用
电脑。电脑屏幕上准备好的“纸页”一般是A4纸大小。宽阔的页面会自然而然地让我把诗行的长度加
长。但等到诗稿被排版到书中，纸面变小，原来在A4纸页上的形式感、空间感就完全被打乱，不得已
的回行就出现了。从A4纸页转换到书籍出版时的纸页大小，对小说散文的影响可能有限，对诗歌视觉
形式的影响则非常之大。但一个诗人总不能老在心中估算书籍纸页的大小吧。——诗歌写作的脆弱于
此可见。现在这里又是一本我的诗选。不过这一次是真正的诗选，是我过去将近三十年来的短诗作品
的选集。我过去出版过几本诗集（或者说诗选），流传较广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1997年的那本
《西川的诗》。此次编选，《西川的诗》中的作品我舍弃了59首，收入了71首。但《西川的诗》没有
为每篇作品署上写作时间。编那本书时我的本意是更希望它能够呈现我的写作结构。任何有经验的作
者都知道，写作者并不是以自然时间为顺序展开他的写作的。但这一次，我把时间署上，便有了一种
自我追溯的意思。我既这样做，就不得不把《西川的诗》中的作品分开，分别编入本书的卷一和卷二
。卷一中的另外一部分作品原本收在我的《虚构的家谱》那本诗集中，是我最早一些作品。《虚构的
家谱》也出版于1977年，是一个朋友花钱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根本没做过发行，所以一般人也
没见过。本书卷二部分还收入了我《水渍》（2001）和《深浅》（2006）中的一些诗篇——它们终于
可以合在一起了。本书的卷三部分，内容都是组诗，各单篇的篇幅都不大。而它们在写作时间上的跨
度却很大，从1984年一直延续到2010年。卷四则是我2000年以来的单篇作品，其中部分作品曾经出现
在我2008年出版的诗集《个人好恶》中。但这本诗集是与其它几本诗集绑在一起出版的套书，出版社
基本上也没做发行。诗集出版在中国似乎总是充满遗憾。现在这本诗选，内容的编排基本上按创作年
代分卷，但在各卷内部，作品的前后顺序并不完全以年代先后为准。我这样做依然是有结构上的考虑
。到目前为止，我的短诗这部分写作，本书算个总结。将来如果再出版什么我的诗选，我此前的短诗
作品可以此书为标准。当然，这远不是全部的我。本诗选限于篇幅，没能包括我的长诗，也就是《大
意如此》（1997）中的《汇合》部分，还有《深浅》中的那些长篇和成组的散文诗，还有诗剧，还有

Page 6



《小主意》

一些以历史为题材的诗。如果说全部的我，则还要加上我的几本散文、几本论文、随笔、对话和5本
译作。每一次整理诗选，修改都是难免的。这一次我不可避免地又对某些作品做了修改：措辞上、意
象上、排行上。但修改旧作的麻烦在于，既然是旧作，就不敢改动得太多，否则就是写新诗了。所以
实在无法做局部调整的作品我便只好放弃。为作品负责的反面是为自己的成长史负责。我对自己成长
史的兴趣小于我对作品本身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个悔少作的人。我敝帚自珍的感觉不算强烈。
这近三十年中我经历得太多，文学观念的变化非常之巨大。而这又是一件自然的事。我们国家的变化
之大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强调写作与历史现实的对称。现在我以一个中年人的眼光看我青年时代的作
品，发现哪儿哪儿都是问题。这可能有些不公平：修改旧作时，我仿佛一个经验满满的人在改着另一
个年轻人的作品。有些旧作令今天的我不好意思。但因为已经谬种流传，便只好跟旧我做出一些妥协
。要做到米沃什所说的“旧我新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看来尚需时日。修改也有修改的危险：
你有可能把一首不太好的诗修改得更糟糕。本诗选中《广场上的落日》一首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曾
经对该诗原稿做过改动，但在修改稿被收入《西川的诗》后，批评家陈超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我把
诗改坏了。这一次，我部分恢复了原稿的风貌，但因为是“部分”，收入本诗选的这一稿等于是第三
稿。市面上、网络上，我的一些诗有多稿并存的情况，本书所收作品算是定稿。网络上有四五首或六
七首短诗的作者署的是我的名字。那些诗挺浪漫，挺激情，很正面，感觉作者很年轻，但不是我的风
格，尤其不是我1992年改变风格以后的风格。我不知道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将那些诗署了我的名字贴到
网上的。望读者明察。西川2012．4．26
2、和但丁握手八十年代的那种人文情怀，乃是西川诗歌的源头。　　人文情怀得以肆意张扬的八十
年代，诗人们满怀激情，具有使命感，有意无意追求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如今回看犹如沧海桑
田。　　老西川又出诗集了，名曰“小主意”。读这本书，有如抚摸一棵树的年轮，风雨砥砺，粗糙
细腻，一览无余。这些年，眼见他仰望星空，终于成熟，眼见他写下经典，在世纪末再度发出光芒，
眼见他偏离熟路，不断尝试，努力拓展诗之疆域，作为读者，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还是在中
学时期，我读到了西川的名作《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忘不了那一种仰望的姿态：“我像一个领取圣
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不过，西川20世纪80年代写的诗歌里，最打动我的是《云瀑》
。　　在诗中，西川写道：“在麦地的黄昏里我的眼睛久闭/被烟草吸干的味觉持久/如果我能因此而
不朽/我甘愿做一个诗人，痛苦一辈子/或者快乐一辈子/在麦地温和的黄昏里一直向前/走近那道灰色的
高墙和但丁握手/此外不和任何人相遇”。　　现在重读这首诗，一种怀旧的情绪油然而生，不仅因为
“麦地”、“黄昏”等当时流行的诗歌意象，还因为某种诗歌的乡愁。在人文情怀得以肆意张扬的八
十年代，诗人们满怀激情，具有使命感，有意无意追求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时至今日，虽然只
是过去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这一切却有沧海桑田之感。　　诗人骆一禾去世后，1992年，西川写诗纪
念他，“我怀念你就是怀念一群人”。又说：“眼见得另一个世纪就在眼前/幸福往往被降低到平庸/
一个粗通文墨的时代/一种虚幻的时代精神。”　　在我看来，八十年代的那种人文情怀，乃是西川诗
歌的源头，是他的星空，他的圣餐，是人们弃若敝屣而他屏住呼吸小心抱持的宝贝。　　如此一来，
日后的写作不过是活水在纸面的流淌。“修改旧作时，我仿佛一个经验满满的人在改着另一个年轻人
的作品”，这正是不断超越旧我的证明。除了《小主意》收入的短诗，他还有大量长诗、长篇和成组
的散文诗、诗剧。诗歌之外，还有一些散文、随笔、对话、译作。在流淌中，河流终归大海，西川成
为了西川。　　诗集中，有一幅西川自己画的插图：很多个“我”字扎堆，像广场上的人群，而只有
一个“我”，立于众“我”之外——那应该就是西川自己，“和但丁握手，此外不和任何人相遇”。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3/22/content_501357.htm?div=-1
3、西川的诗 有着难以言状的批判世界批判精神的讥诮 他不会特意地从生活中剥离出一些东西一些浮
杂于表面的丑陋 他会连同生活连同粘接着尘埃的复杂面一并摊开在我们面前 不用忙着去审视 谨慎焦
灼斑驳般的情感会沿着黑暗的缝隙一并流出 摘抄的一部分 #分享#【甚至我死了，色彩和光死了/也不
会有一只手来推倒这座城市/它将永远存在下去/因为我居住的城市 没有人】【我甘愿做一个诗人/痛苦
一辈子/或者快乐一辈子】【在一座北方的城市/我被生活打垮/明媚的是一支香烟和一首抒情的诗】【
我怀念你就是怀念一群人】【一个时代退避一旁 连同它的讥诮】【杀死一个人 也就杀死了一个人的
细菌/也就节约了一个姑娘的关怀/或她的仇恨】【从我到你 就是一到无数】【不必为了方便而凿穿大
地/但是依然 每时每刻都有人死去/就如同每时每刻都有俏皮话变得不再俏皮】【一个喷嚏引爆十个喷
嚏这喷嚏就有了意义】【在最尴尬的时刻遮住面孔而不是屁股这就是人性。在两种理由之间沉默不已
】【为了不食荤腥/有必要假设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不洁净/一如你的躯体 一如你的内脏/或你当戴上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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悯的口罩/只是素食并不能保证你不会吃成一个胖子】【星星躲开我的视野 一颗漆黑的大树将我拦腰
抱住】【从此孤身一人把破旧的自行车骑得飞快 并且不必在废墟间再数一遍脚趾 可能的话，就从大
海上跳过去 不可能的话，就甘愿淹死在大海里】【黑夜是七只螟蛾的睡眠 黎明是五位鲛人的歌声 正
午是三只田鼠的爪痕 黄昏是一只乌鸦的阴影】【决定再睡十五分钟 和决定再睡六个小时的人 不属于
同一个阶级】【我散落四处，捏不起自己 是否因此我推迟了明天的来临】【一个基本的大地，一个不
与我们争辩的大地，用清水涨满生锈的水龙头】【没想到它不毁灭，不变化，目的是要被我看上一眼
】【喝一肚子凉水就能淹死全部的心里话】【既不能站在疯子一边对常人之恶束手无策 也不能站在常
人一边对疯子之恶束手无策】【聪明人赶在天黑以前用完一天的理智】【远离人群 动物离我们就近了
】【绝了飞鸟，绝了苍蝇，绝了人烟；绝了趴下，绝了不省人事，绝了站起来】【看得见的你管它们
叫历史，看不见的你管它们叫埃尘】【三百六十万颗星星遮蔽三百六十万个欠账不愁的懒鬼 三百六十
万个游手好闲的梦想家为暗淡的世界贡献价值观、诗歌和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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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小主意》的笔记-第42页

        
於是我帶著火柴登山
頭腦裡裝滿乾草
——《帶著火柴登山》

2、《小主意》的笔记-第192页

        不必

不必请求那些粉红色的耳朵
它们只接纳有道理的声音
而你的声音越来越没有道理
仿佛傍晚响在法院窗外的雷霆
 
你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但你不是飞鸟
你慌不择路时唯一可做的是投石问路
星月、山冈，允许一头大熊啼哭
但在城里，你一悲伤就像货币一样贬值
 
不必在自己的胳膊肘上咬出牙印儿
不必打扰墙洞里的耗子：你的邻居
在茶杯即将从桌面滑落地面的一刹那
应该以幽灵的速度把它接在手里
 
在挣不到大钱时小心花钱
在小钱也挣不到时就把欲望擦净
但不必在已有的道德中添加新的道德
瞧瞧那些红人儿，瞧瞧那些白痴
 
从此孤身一人接午夜的电话
如果听筒里只有忙音就拔掉插头
从此孤身一人剥开花生米
品尝这没有道理的滋味，暴露一点点贪婪之美
 
你越来越没有道理的声音被孤独放大
眼看空无开着坦克攻占你的躯体
但不必依赖安眠药，请走出家门
寻找一家空中旅店并从那里眺望你失眠的屋顶
 
或穿过漂着垃圾味的街道
敲开一户户人家收回你过早散发的诗篇
大人物的心理疾病是否值得模仿
再完美的冷嘲热讽也意味着思想乏力
 
不必混进电影院，那些散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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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回家的人们迈着英雄的方步，但哈欠连连
不必拔出手指中的木刺
让它疼，让它感染，让它化脓
 
应该以死人的名义反对处死灵魂的云朵
不必为了方便而凿穿大地
但是依然，每时每刻都有人死去
就如同每时每刻都有俏皮话变得不再俏皮
 
从此孤身一人把破旧的自行车骑得飞快
并且不必在废墟间再数一遍脚趾
可能的话，就从大海上跳过去
不可能的话，就甘愿淹死在大海里
有力量，有感觉，有浓度

3、《小主意》的笔记-第41页

                        

4、《小主意》的笔记-第25页

        这一节好有画面感啊                

5、《小主意》的笔记-第26页

        很多事物需要慢慢咀嚼
甚至很多年，那些事物
依然新鲜
完全是我们身边的
昼与夜、我们脚下的
地板头上的屋顶
——读1926年的旧杂志

6、《小主意》的笔记-第20页

                        

7、《小主意》的笔记-第101页

        两手空空拍打天使肮脏的岩石
是弄错了还是怎么的

查了一下，另外有版本是：两手空空拍打大天使肮脏的岩石

似乎不通顺，别扭

Page 10



《小主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