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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评论》

内容概要

《新诗评论(2007年第2辑)》的稿件大多来自今年5月举行的“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研讨会，今日
重又一一翻读，仿佛置身“消逝如花朵”的现场。然而又是一次纸上的聚拢与汇合之途。江克平的《
从“运动”到“活动”：诗朗诵在当前中国的价值》一文便是对某种“诗歌现实”的“探掘”：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从社会生活中较为中心的位置被抛至边缘。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大
众文化的兴起，新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在诸多压力之下，往往会有新诗独立或相对独立
于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之类的意识和说法出现。但近些年，新诗呈现出某种“热闹”之势，表现之一
即是诗歌朗诵等活动的频繁开展。此文在对“诗歌朗诵”做了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
掘“诗歌朗诵”这一形式潜在的历史情境，并从朗诵活动与文化经济之种种关联入手，以“运动”和
“活动”这两种方式的差异，揭示出随着社会这转型，国家意识形态作用于新诗之方式的转变。
程光炜的《诗歌研究的“历史感”》可称作一次对内心困惑的质询，何谓诗歌研究中的“历史感”？
由于历史“预设”、地域和诗歌观念的差异、写作上的分寸感、历史存在和历史化的矛盾⋯⋯诸多因
素的参与及争辩，“历史感”因而变得可疑且充满歧义，程先生从自身研究中提出疑问并给予适度的
阐发。林庚先生自去岁10月离世，燕南国“那一方心灵的净土”从此空寂，为怀念这位“永远像婴儿
一般”的诗人，孙玉石先生主持编辑了“林庚纪念专辑”，辑录了林庚先生的集外佚诗，其中《林庚
集外佚诗20首》由孙先生辑佚——今日我还记得孙先生展示所辑佚诗并讲解《井水》诗时的兴奋之感
。
朱英诞先生写诗始自1928年，终于1983年离世，这一经历造就了其迷人之处，不仅于20世纪三四十年
代与废名、林庚、沈启无、南星诸师友致力于新诗的探索，亦在建国后30年间，不为时俗所易，如隐
士般写作不辍，其诗文风姿遗有民国之余韵，或曰“现代文学之活化石，也。《新诗评论(2007年第2
辑)》“朱英诞专辑”由陈均主持编辑，辑录朱英诞批评、随笔共31篇，由佚文、遗稿两种构成，其中
谈及周作人、林庚、废名及三四十年代之北平颇有“味道”。愿诸君一识朱诗人！
蔡其矫先生于今年1月离世，对于这位“寂寞的诗人”，王光明赞道“一个多么热爱生活的诗人！青
春永驻的诗人！”因为蔡其矫是“少有的主动从当代中国诗歌体制中出走的诗人”，所以既是“他寂
寞的根源”，也“成就他独特诗风”，王先生从独立精神和“唯美主义，两方面阐释了蔡其矫之于当
代中国诗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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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言论从“运动”到“活动”：诗朗诵在当前中国的价值诗歌研究的“历史感”互联网上的中国
台湾新诗版图林庚纪念专辑林庚集外佚诗20首林庚佚诗三首林庚信及诗朱英诞专辑朱英诞文章选辑朱
英诞小识——“朱英诞文章选辑”辑校札记废名圈、晚唐诗及另类现代性——从朱英诞谈中国新诗中
的“传统与现代”诗人研究蔡其矫与当代中国诗歌女性意识及个人的心灵词源——翟永明诗歌论问题
与事件重新探掘新诗批评的活力与效力——从臧棣对林贤治的反驳说开去文本细读起于愉悦而终于睿
智——对两首小诗的激赏存在的几副面孔——从《人梅丛书》看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语言与现实诗
人谈诗诗论三篇本辑作者简介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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