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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后现代主义”大抵成熟于本世纪的五十年代，以美国为发源地，并由此扩展到
世界范畴。无疑它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艺术（尤其是诗歌）中，表现出尤为明
显的特征。它的反文化、反崇高、意义消解与悬置、大量采用口语入诗等特点，显著区别于现代主义
的封闭型诗歌。
近年来，我国文学界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的译介已十分丰富，但对后现代主义诗歌的译介工作还停留在
初级阶段，至今尚没有一个较为全面的选本。本书根据《美国当代诗人：40年后的美国诗歌》（马克
．斯特兰德编）译出。囊括了黑山派、纽约派、新超现实主义、自白派、垮掉派诗人及重要的独立诗
人，大多数诗作系在国内首次译出。
后现代主义诗歌由于其开放的结构，无中心的发散特性，较之现代主义虽隐晦但终究可解的诗歌，更
加难以还原到经验的层面上去理解，更加反逻辑反规范，译起来十分艰难。从着手到成书，译者大致
耗去了五年的时间，其间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的诗歌写作。加之译者学识浅陋，后现代诗歌中又大量掺
杂了经过解构的大众文化内容，如广告、新闻，和许多无处查询的事件、人物等，其造成的文化上的
障碍与隔膜，时时让人感到绝望。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尽量忠实于原文，不加入自己的主观，不改变
原诗的形体特征，以求传达出原诗的风貌。

Page 2



《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

书籍目录

编者前言
译者序
A.R.安蒙斯（四首）
阿兰·安森（二首）
约翰·阿什贝利（四首）
马文·贝尔（三首）
迈克尔·本尼迪克（二首）
约翰·贝里曼（六首）
伊利莎白·毕肖普（五首）
罗伯特·伯莱（四首）
菲利浦·布思（二首）
爱德加·波沃斯（一首）
汤姆·克拉克（一首）
格雷戈里·柯尔索（一首）
亨利·科利特（三首）
罗伯特·克里利（二首）
J.V.坎宁安（二首）
詹姆斯·迪基（五首）
威廉·迪基（一首）
阿兰·杜根（三首）
阿尔温·费恩曼（一首）
爱德华·菲尔德（三首）
唐纳德·芬克尔（五首）
伊莎贝拉·戈德娜（一首）
杰克·吉尔伯特（一首）
艾伦·金斯堡（三首）
路易斯·格吕克（一首）
保罗·戈德曼（二首）
约翰·海恩斯（二首）
唐纳德·霍尔（一首）
肯尼斯·奥·汉森（三首）
安东尼·赫克特（五首）
达依尔·海恩（二首）
丹尼尔·霍夫曼（二首）
约翰·霍兰德（三首）
理查·霍华德（二首）
巴巴拉·豪斯（一首）
罗伯特·胡佛（一首）
理查德·雨果（二首）
大卫·依格内托（一首）
兰当·贾雷尔（六首）
勒洛依·琼斯（一首）
唐纳德·贾斯蒂斯（五首）
瓦尔登·基思（六首）
X.J.肯尼迪（二首）
高尔韦·金内尔（三首）
卡洛琳·凯泽（二首）

Page 3



《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

肯尼思·柯克（三首）
爱·里（一首）
丹尼斯·莱弗托夫（三首）
菲利浦·莱文（五首）
劳伦斯·利伯曼（一首）
约翰·洛根（二首）
罗伯特·洛厄尔（五首）
威廉·H·麦特切特（一首）
E·L·马约（一首）
威廉·梅瑞迪斯（二首）
詹姆斯·梅尔里（六首）
w·S·默温（七首）
霍华德·莫斯（五首）
斯坦利·莫斯（二首）
利塞尔·穆勒（二首）
霍华德·奈莫洛夫（三首）
弗兰克·奥哈拉（二首）
查尔斯·奥尔森（一首）
罗伯特·派克（一首）
唐纳德·彼特森（一首）
西尔维亚·普拉斯（三首）
艾德里安娜·里奇（四首）
西奥多·罗特克（七首）
詹姆斯·斯凯勒（一首）
温菲尔德·唐利·司各特（一首）
安妮·塞克斯顿（三首）
卡尔·夏皮罗（四首）
查尔斯·西密克（二首）
路易斯·辛普森（六首）
L·E·西斯曼（一首）
威廉·杰依·史密斯（二首）
W·D·斯诺德格拉斯（四首）
加里·斯奈德（三首）
威廉·斯塔福德（四首）
马克·斯特兰德（一首）
罗伯特·斯瓦德（一首）
梅·斯温森（三首）
詹姆斯·退特（一首）
康斯坦斯·厄当（一首）
彼德·沃里克（一首）
大卫·瓦格纳（五首）
迪安妮·瓦柯斯基（一首）
西奥多·韦斯（三首）
里德·惠特摩（四首）
理查·威尔伯（七首）
查尔斯·赖特（一首）
詹姆斯·赖特（六首）
译后记

Page 4



《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

Page 5



《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

精彩短评

1、馬的翻譯，想像力是很好，準確度就...
2、此书较全面地收集了美国当代各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使我们能够透过此书对当代美
国诗歌有了一个大体上的认识。加深了我们对于文学的感悟力，有助于提升我们对于诗歌这种艺术表
现形式的兴趣，最主要的，让我们能够有所感悟。另外，此书的翻译也非常好。
3、集资收录了不少诗歌，但觉得很普通或者翻译的问题，觉得没什么味道，
4、读这本书是要死很多脑细胞的，后现代的诗歌作品有太多云里雾里之处。译者马永波先生费时五
年，同时也因翻译本书在这段时间放下了自己的创作，而换来的结果还是差可告慰众人的。《桥》《
迈克尔和我》《受刑少女之歌》《球诗》《小经验》（此诗之前在诗刊上读到过，当时译名为《小习
作》并有赏析。似乎本诗集中的翻译相比较要略显失色些。）《新斯克舍最初的死亡》《黑天使》《
十一月星期天早晨》《一个事件》《变态不是勇敢》《过程》《一月》《罗宾逊在家里》《水鸟》《
苏醒》《疾病》《乡愁》《葬在春天》《美丽的变化》等诗还是有些味道的。无方向的你，以为找到
一个方向一切就会迎刃而解，你使它成了什么？只是因为一件事是不朽的便是崇拜它的理由？毕竟，
死亡，就是不朽，但你已经进屋关上了门，那意味着不再有商量的余地了。——约翰阿什贝利《平房
》我们用坟墓文明了这片土地——辛普森《致西方世界》这是节选自书中的片段。书中的某些作品还
是可以勉为其难地提供些启发的灵思。1940～1968年美国诗歌的选集，没有沃伦的作品入选有些失望
（编者也承认了这点，因为他未在这段时间发表诗歌作品）。即便有部分诗歌难以作为流传，但本书
在记录那些部分未能登一流之诗人方面，还是可以作为留念的。
5、不错的一本书，不过看起来有点吃力
6、在先锋可爱的旮旯里
7、马克·斯特兰德编选
8、喜欢。那是个性。
9、后现代主义果然不适合怀旧的人
10、私人藏书转让。QQ：1554948415
11、域外诗歌，最早接触的就是美国诗歌了。跳跃，劲爆，画面感强，很适合年轻时候的我。再读，
仍然亲切。马译，虽不够准确，但往往能给诗歌注入一种鲜活跳脱的生命。准确地说，诗歌是不可译
的。
12、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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