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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

前言

于我而言，要为一个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写文字，是困难的。要为一本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书
加些边边角角，同样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是一个你更习惯站在各种褒奖的背后冷静观察与挑刺的人与
书。刘春与他的《一个人的诗歌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与一本书。前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诉他：
你知道你这个星座的人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吗？是工作狂。他非常认同：原来如此。难怪。可以听得
出，他的认同中有自我赞赏的成分。而我这番话的本意，却是表达我的怨气：为了工作与写作，他对
家人忽略太多了。《一个人的诗歌史》最初的创作是在2002年。正是那年，我怀孕。2003年2月份，我
生下了女儿暖暖。这期间，可以说，我很少得到一个孕妇和产妇所应得的照顾。而女儿出生后的几个
月，正好是他创作激情特别高涨的时期。每天下班回到家，他第一件事是开电脑。吃完饭第一件事，
同样是开电脑，直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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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

内容概要

本书是刘春的“诗歌史”系列著作的第二部。沿袭第一部的整体风格，从论述柏桦、韩东、王家新、
张枣、黄灿然等著名诗人的生活史和创作史入手，揭秘新时期三十年风云激荡的诗歌江湖，展现一代
诗坛精英的光荣与梦想。全书文风鲜活，见解新颖，具有极强的可读性、现场性和资料性。
目录
序言向《一个人的诗歌史》致敬／黄芳
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
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
从黑暗中来，到白云中去
后记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诗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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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

作者简介

刘春，著名诗人、评论家，1974年出生于广西荔浦。著有随笔集《博尔赫斯的夜晚》、《或明或暗的
关系》、《让时间说话》,诗学专著《朦胧诗以后》、《一个人的诗歌史》，诗集《忧伤的月亮》、《
运草车穿过城市》、《幸福像花儿开放》等。近年在《花城》、《读库》、《星星》、《名作欣赏》
等开设诗学随笔和评论专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扬子鳄”网络诗歌论坛创办人。现居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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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

书籍目录

序言  向《一个人的诗歌史》致敬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飞蛾已经出生
，巨著总会完成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从黑暗中来，到白云中去后记  每个人都
有一部自己的诗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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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

章节摘录

插图：前两本书的顺利脱手，柏桦决定潜下心来做自由撰稿人。然而，雄心勃勃的诗人很快被一次意
外弄得异常沮丧。一个上午，柏桦做好了一部书稿，主动跑到一个书商家里洽谈出版事宜，那书商看
了几眼书稿，当场就付款买下，这一切顺利得令人吃惊。然而，几个小时之后，书商派人来找柏桦退
书稿。原来，书商在拿到稿子后，兴冲冲地找到熟悉的出版社编辑，被编辑告知，书稿是抄袭的，出
版社不可能给书号。柏桦一下子就被弄懵了，但没有进行声辩，马上将钱退给了来人。来人离开后，
柏桦陷入了空前的难过之中。首先，他的工作成果——尽管只是对稿子进行分门别类的编辑工作而不
是原创——被人质疑，其次，还因为书商在利益面前的无情。好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幸运之神再
次降临到诗人头上。第二天，柏桦拿着书稿，找到了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当时在成都出版社任总编辑
助理的杨晓明。杨晓明看了书稿，说，这书稿没有问题，这是一本文摘式的书，在内容上进行技术处
理一下，再写一个后记予以说明就行了。就这样，这本刚刚被退回来的书稿再一次被另一个书商当场
买走。那后来的好几天，柏桦都还在这种悲喜交加的情境中回不过神来。两天内的大起大落，使柏桦
对“行情”有所了解，也增加了柏桦的自信，接下来，柏桦开始和张小波、万夏、张崇俊、颜立和、
阿野、潘家柱、马松、杨路、李亚伟、赵野、王益等书商合作。有意思的是，这些书商大部分原本就
是80年代就很有影响的诗人，比如张小波，是中国新城市诗歌的领军人物，万夏和李亚伟是莽汉主义
的两大巨头，这些诗人成立的图书公司，一度占据了国内畅销书制作与出版的半壁江山。直到今天，
张小波的共和联动图书公司，万夏的紫图图书公司，仍然是中国民营书业的旗帜。这是题外话了。10
年中，柏桦与这些书商兼朋友的合作自始至终都非常愉快，编撰的大量图书中，有4本与毛泽东有关
，它们分别是《毛泽东散文作品赏析》、《毛泽东兵法》、《毛泽东口才》和《毛泽东诗词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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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

后记

这是《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作品的第二部。与此前出版的第一部一样，本书的五篇文章，所谈论的
仍然是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诗人及与这一代诗人相关的诗坛往事。虽然90年代以后新人辈出，但这一
批80年代成名的诗人，已经凭着他们出色的才华在当代诗歌史上获得了稳固的位置，目前，他们仍然
创造力旺盛，时有佳作。推介他们的作品，梳理他们的创作历程，并以此为基础展现整个当代诗坛的
状况，既是本人多年来的夙愿，也是为了证明：尽管没有任何一首诗能够阻挡一辆坦克，但优秀艺术
品的存在，却能够让人对这个灵魂日渐倾斜的时代有了信心。五篇文章，都是半新半旧之作。所谓“
半新半旧”，意思是初稿曾经发表过，后来进行了很大幅度的增补和改动，成为与原来完全不同的“
新作”，就没再拿出来示人了。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厚爱，我在《诗歌史》第一部出版的半年后
，就有机会将“诗歌史”系列的最新成果结集成书，内心实在是感动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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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

媒体关注与评论

刘春在讲述“诗歌史”时，他是在召唤诗歌精神的总体性和无限性。这种召唤，具有迷人的招魂性质
，超乎时代精神这个括弧之外，直取文明的幽暗内心。这部《一个人的诗歌史》，具有和曼德斯塔姆
的文明时间观一致的内驱力：历史是作为单一共时行为被感知的。换句话说，在诗歌深处，历史就是
把时间和人心收集在一处，是对总体性和无限性的招魂。　　——欧阳江河（著名诗人）1978年以来
重新复活的中国自由派新诗已经成为传统，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汉语。刘春的思考非常重要，这一方面
是因为他的诚实、谦虚和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属于正在对这个传统进行反思和
超越的年轻一代诗人。　　——于坚（著名诗人）在中国当代诗歌的诸般成就被彻底认识之前，描述
出诗人们的精神状态、生存状态和工作状态，使之不再处于被层层遮蔽的境遇之中，是一项基本的、
迫切的和重要的工作。在这一方面，刘春的“诗歌史”系列文章意义非凡。　　——西川（中央美术
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著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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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

编辑推荐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2部)》：柏桦、李敬泽、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谢有顺、于坚、张清华联袂
推荐。探赜一代精英写作与成长，反思汉语创作困局，讲述诗歌江湖纷乱与虚无，追问时代灵魂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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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

精彩短评

1、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菊花便癢了起來。給劉春。2013.07.06~2013.07.07
2、谢谢一学期的中国当代诗歌赏析让我与这本书相遇
3、5
4、这样一本好书，不明白为什么读者那么少！作为读者，我们必须真诚的感谢作者刘春为诗歌文化
所作出的无私贡献。还是那句话：虽然没能活在八十年代，但是生在八十年代也是一种荣幸！
5、比第一部还水，不知道花那么多篇幅赘述北岛、王家新和黄灿然之间的翻译之争有何意义？写得
还真是“随心所欲的笔记”，通篇浅阅读，只适合作为一般诗歌爱好者的入门读物。
6、诗歌爱好者，如果是从八十年代就喜欢诗歌的，应该读读此书。
7、也许是开始进入了，第二部带给我的刺激，比第一部减弱了不少。还在云端，但不像之前那样高
低往复，高潮连连了。
8、柏桦逊于张枣，韩东不如于坚。这就是诗，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9、太差，没法评价。
10、稍逊色于第一部。
11、柏桦、韩东、王家新、张枣、黄灿然
12、读书犯了拖延症，一是因为冬天冷了，不愿伸出手来翻书；二是因为有的书虽然想看，但又不足
够有趣。
13、掉入续集的陷阱，有些拖沓。
14、很不错的诗人评传，深入浅出。
15、每个人的感觉不同吧，就我而言阅读感还是不错的。
16、不錯，一些地方不好，是本易讀的書
17、入门
18、发货很快，物流给力，书的包装也很好
19、要了解当代诗坛，这是一个不错的读本。作者关注深入，而语言轻灵。忙碌工作之余，抽得闲暇
，案头枕上读之，可一洗烦尘，稍舒身心。
20、去年就买了第一册，所以接着就买了第二册。

作者用七八年时间构建了诗歌王国的精神族谱，真的很给力。
21、因为第二部有讲我很感兴趣的人所以硬着头皮读完了，不停的想撕书。真的每篇都要用全知视角
从诗人的童年讲起么。
22、张枣的诗很好。我们看一首诗，觉得好，能说个一二三，作者能说出三万字来，还让你觉得很有
道理兴味盎然。
23、读周国平的一些散文，渐入哲学兴趣，而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则让我走进了诗的大门，正如
作者所述，这不是诗歌的完结，而是延续，想回过来读第一本了
24、第二本也不错
25、有关诗意的青春
26、矫情，还泛酸。
27、和之前买的一本重了两篇
28、买了送人，他说很不错
29、韩东那篇不错。王家新，名声很大，其实是**
30、傳記與評論。資料來源略顯單一，在論及熟悉的詩人時過多為親者諱，行文往往穿插不高明的評
論和念叨舊情的內容以至於散漫無邊。
31、刘春先生乃批评家、高级的读者，而非文学史家，文本细读时有闪光之处，欲作盖棺之论时则力
所不逮。
32、显然不如第一部那么厚重。
33、没有第一部那么酣畅淋漓，第二部里的诗人我不太熟悉，但依然敬仰
34、之前听文学史，讲到当代诗歌的时候，一些诗人就被一句带过了，比如韩东，比如张枣，其实他
们的价值也不亚于朦胧派，真不该被忽略，幸好我没有将他们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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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

35、里面有我很想了解的诗人，比如王家新，我就住昌平南大街，可一次也没去政法找过他，感觉大
师级人物离我很远。
36、一直觉得刘春是个非常有视野和见识的媒体人，之前做过央视新闻调查，凤凰执行台长，搜狐副
总裁，相信有很多好节目都来自于他的想法和坚持。目前做电影，相信电影圈也会多几部经典的影片
了。
37、对于一个不懂诗的人，看看这个只是为了复习当代新诗史
38、诗歌界好书
39、感觉派这作者是。
40、我本质的爱着那些字句，说不清问什么，也无所谓是什么。
41、能够从中了解诗歌界一些往事的来龙去脉，带来启发并产生兴趣，这就足够了。
42、韩东确实不错。
43、书很好，快递也很快哦
44、除最后一篇不喜欢以外，基本都比第一部好
45、介于几种文体之间吧，文笔一般
46、刘春这哥们不错
47、诗歌史的延续，值得品读的现代诗歌类书籍！
48、喜欢的诗人韩东、黄灿然
49、他说很多人读完张枣的《镜中》，跑去手淫了，真是高雅的吊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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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二部）》

精彩书评

1、第二部写得比第一部好。第二部选的诗人柏桦、黄灿然、张枣，都能给我触动。如果说这些诗人
离读者比较遥远，作者的评论和选取的诗歌拉近了读者和诗人的距离。我意识到，读这本书，已无声
地得到了美的享受。诗歌还是美的，比起诗歌，其他的书多么不堪读。
2、谁能读懂当代诗坛，也就读懂了半部中国当代文学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一本诗歌读物，可
以让我这样的诗歌外行，也能了解当代诗歌的那段黄金岁月。既要专业，又要合口，刘春先生的《一
个人的诗歌史》给了我这种感觉——犹如小娘子露出一只绣花鞋，可远看，也可近观，端庄秀丽，又
不缺妩媚风情。　　鉴于诗歌圈子的特殊性，选择以什么方式面对大众读者很重要。按诗坛事件？还
是按诗歌作品？或者以诗人为轴？前两者通常是教授们的研究路数，后者则更容易注入个人见解。“
诗人肖像”一名，是本书一开始在《花城》杂志连载的专栏题目。这个方法着实不错。所谓肖像，自
然是以人为主要描绘对象，得从家庭背景，初入诗途，扬名立万，诗坛交叉，最后偃旗息鼓等阶段入
手讲述，此种形式和评传路数相近——有传记的成分，又有评论的补充。换言之，就是讲述诗人们自
己的故事，通过故事，构建一个个完整的诗人形象，拼成一副当代中国诗歌版图，可见作者的野心不
小。　　以人为轴，那选择什么样的诗人就很讲究，自然倾向于选择有故事的诗人，最好是可入小说
选题的人物，诗歌上有相当的成就，人生中有闷骚的经历，如果恰好亦正亦邪，那就更加合适。本书
是《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的第二部，第一部选择了顾城、海子、于坚、欧阳江河等一干牛人，符合
有故事的要求。第二部选入的是柏桦、王家新、 张枣、韩东、黄灿然等五位诗人，他们也不错，都是
当代诗人翘楚，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少传说。诗人名单定下来了，怎么讲述他们的故事自然就进入正题
了。教科书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太正经容易吓着人。刘春先生选择了一个好办法，如上所述，让小
娘子露出一只绣花鞋。以讲故事为主要叙述经络，辅以较为权威的诗歌评价，点缀以他个人的阅读体
验，正经中不时性感一下，有荤有素，合理搭配。 　　诗人评述，要有故事，还得要有所回味。就要
做到叙述举重若轻，材料使用裁剪有度，就得占据相当多的材料，从中理出脉络，挑拣出相对客观的
见解，进行组和。这费了作者多少心思，外人怕是难以体会。据书前言说，从2002动笔到2010年书出
版，作者花了八年的时间。作者现年36岁，也就是说从28岁开始，最具有创造力的年华，开始了八年
的笔墨旅程，只为对得住作者选入的这些诗人。其中的偏爱和担待令人感叹。落在具体叙述时，作者
糅合了小说和评论两种笔法，交换使用。小说笔法增加了作品的叙事性和柔软性，评论则加深了作品
的理论肌理，可谓相辅相成。叙述诗人经历时，以小说笔法，娓娓道来，诗人的气质和形象慢慢站立
。评述诗歌作品，则伴以评论笔法，从个人体悟入笔，跳开晦涩的理论羁绊，听从内心敏锐的察觉，
从容地解读。有人如此评价本书，“无论是对一首诗的解读，还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陈述；无论是客
观评价还是真诚缅怀，其中的精致、深刻、风趣、飘逸、诗意和悲伤，都有着最为恰当的表达。”在
我看来，并不为过。　　作者以诗人的成长阶段作为叙述时间，分小时候，中学，然后大学或者参加
工作等段，讲述这些时间段里诗人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夹以点评分析他们写出来的诗。脉络清楚，事
件也安排得当。减少枯燥，增加对诗人们心灵史的考量，因为涉及的日常真实生活和记忆，大部分在
诗人的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借此诗人们的形象也立了起来，有着烟火气息，是人间中人。其中有很
多细节读来有趣。张枣写完一首诗，会立刻停下所有事情，乘坐公共汽车，赶赴40公里，去见柏桦，
只为畅谈诗歌，通宵达旦。柏桦呢，每完成一首诗，也是赶来见张枣，进门前大喊一声：“老子的东
西来了。”这些叙述增加了本书的现场感，读者的脑海中会不由自主地呈现这些画面，张枣和柏桦对
面手舞足蹈争论的模样，以诗的名义，舍弃所有的喧闹。今天看来，依旧美好！这种结构策略，我比
喻成小娘子露出的绣花鞋，让全书显得感性，让人心动。　　已逝的诗人们尚待深入研究，活着的诗
人还得写下去，这意味着刘春先生的写作远未结束，还在不断奔波的路上。当年的辉煌，越发衬托出
现在的冷清，这是最令人伤感的事情。缅怀当年，为的是祭奠，还是单纯的回忆，或是给当下的还在
写诗的人些许希望和安慰！诗歌的黄金岁月虽一去不复返，但今天的诗人们还得继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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