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 汪益民

□ 制 作 / 钱海莺

20202020年年 88月月 2828日日 星期星期五五 7版

RUDONG RIBAO

投稿信箱：wym999630@163.com 热线：80865309

地方文化·文艺讲座

一、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现代
主义诗歌艺术的滥觞

1.胡适及其“意象主义”诗派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开创的

“意象主义”诗派，是一个有理论、有
创作的并为中国新诗作了奠基性贡
献的流派。1917年，胡适的第一部
白话文诗集《尝试集》出版，标志着
新诗（现代诗）的诞生。同一时期，
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周
作人等成为“意象主义”诗派的代表
诗人。

胡适诗学致力于意象的构建与
运用，主张以白话入诗，推崇朴实简
约的诗风，追求诗体大解放与美国

“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引领的
意象派主张有诸多相似之处。

2.李金发与象征派
1925年，李金发出版了诗集

《微雨》，接着又出版《为幸福而歌》、
《食客与凶年》，象征派的诗便也出
现 在 新 诗 的 领 域 中 。 李 金 发
（1900-1976），广东梅县人，曾留
法学习雕塑。他深受波特莱尔等的
影响，把象征派的诗歌表现方法引
入新诗。朱自清曾解释：“象征派诗
要表现的是些微妙的情境，比喻是
他们的生命；但是‘远取譬’而不是

‘近取譬’。所谓远近不指比喻的材
料而指比喻的方法；他们能在普通
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间看出同来。
他们发现事物的新关系，而且通过
最经济的方法将这关系组织成诗；
所谓‘最经济的’就是将一些联络的
字句省掉，让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
力搭起桥来。”

虽然没有一个以共同的杂志为
中心的诗人群，与李金发诗风相近
的诗人却不是少数的，如穆木天、冯
乃超、王独清等就是。他们被称为

“创造社最后送出的三位诗人”，作
风上却更近于象征主义。胡也频早
期的诗作也明显受到李金发诗风的
影响。

3.戴望舒与“现代派”
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还有戴望

舒为代表的“现代派”。“现代派”得
名于《现代》杂志并因他们以“现代”
为标榜。该刊编者施蛰存在《又关
于本刊的诗》中说：“《现代》中的诗
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
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
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
代诗形。”他们的诗是李金发的象征
派诗的发展。他们不赞同“新月派”
格律诗主张，强调形式的自由，不讲
究整齐和押韵，同时注重意象的显
现，诗意朦胧、晦涩。《现代》另一个
编者苏汶说：“一个人在梦里泄漏自

己底潜意识，在诗歌里泄露隐秘的
灵魂，然而也只是象梦一般地朦胧
的。”所以诗的“动机是在于表现自
己与隐藏自己之间。”

4.“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又称九叶诗人，是抗

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
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在新诗
写作中追求现实与艺术、感性与理
性之间的平衡美，成员有辛笛、陈敬
容、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杭
约赫等，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
国新诗》。

二、50、6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
主义诗歌的艰辛历程

1.潜流：“文革”时期的地下
诗歌

“潜流”一词由我在1986年最
先提出。它本是我创作的一篇小说
的题目，后被我与曹晓东、周瓚等人
使用为南通地区最早的地下诗歌社
团与诗歌刊物的名称。

作为一个文学命名，“潜流”指
称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全部
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或群体、文学沙
龙及其文学创作。

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新诗潮
是指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诗坛的
一股新的具有变革意义的诗歌潮
流。它从孕育到勃兴、成熟直至衰
落的发展历程。

从文学史序列上看，当代文学
史似乎从“十七年文学”弹跳了“文
革”十年这一大段空白地带而直接
跨越到新时期文学。从时间上看，
往往认为新诗潮开始于“朦胧诗”而
结束于“第三代诗歌”。在概念上将

“新诗潮”等同于“朦胧诗”。其实
“朦胧诗”仅仅是新诗潮浮于地表的
一个阶段而已，属于“可见区域”，而
它长久的潜流时期却正存在于被称
作文化废墟的“文革”之中，只不过
属于“不可见区域”，即“文革地下诗
歌”。“没能公开的诗歌创作，在当时
并没有构成对公开的诗坛的强大冲
击力；这种力量犹如地火，在当时尚
处于积蓄之中”（洪子诚、刘登翰《中
国当代新诗史》）。这是一段被湮灭
了的诗歌历史。

⑴贵州“地下诗歌”群落
贵州“地下诗歌”群落最早可以

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以伍
汶宪（诗人哑默的哥哥）、宋子荣、周
泽先等为主要成员的“裴多菲俱乐
部”式的文学艺术活动。

由于对英、俄两种语言的学
习，伍汶宪很早就深受惠特曼、普
希金两大诗人的影响，其诗作有明

显的前现代主义的迹象。更重要
的是，他的作品倾注着一种强烈的
反叛情绪、对不羁灵魂的渴仰、对
自由的向往。后被捕入狱，被迫放
弃了文学创作。他们那一代人中
有无数出类拔萃的英才，却是被整
体湮灭的一代。

20世纪60、70年代，以黄翔、
哑默、路茫等为代表的“地下诗歌”
群落，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经济社会
条件下进行现代诗创作，对政治、哲
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进行深入的研
究。黄翔就此成为贵州新时期诗歌
的主要引领。

(2)白洋淀诗歌群落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以白洋

淀为中心聚集了一批诗歌创作者，
他们大多是下乡到此的知识青年，
其创作形式以手抄形式流传。这些
诗歌创作活动，对后来“新诗潮”的
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与奠基作用。

白洋淀地处河北保定，离北京
较近，是当年无数的知青下放点之
一，因此白洋淀知青点中有相当数
量的家庭背景优越能够接触到文学
作品的高干子弟。他们自发地组织
民间诗歌活动，逐渐形成了白洋淀
诗群。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
开始写诗，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自
身处境有关。代表诗人有芒克、多
多、根子、林莽、方含等。

2.“朦胧诗”的勃兴及其审
美意义

“朦胧诗”兴起于20世纪70年
代末80年代初，是随着“文革”之后
中国文学的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
新的诗歌艺术潮流，以诗人食指、方
含、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芒
克、多多等先驱者为代表。同一时
期的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朦胧诗”艺
术倾向的重要诗人还包括梁小斌、
徐敬亚、王小妮、骆耕野、王家新、孙
武军、谢烨等。

诗歌史上任何一个新的诗歌流
派或文艺思潮的出现，都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归根结底，它是
社会生活条件和诗人审美理想相结
合的产物，它是诗人对社会有形无
形的美学要求的呼应。肇始于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持
续数年的思想解放运动，给予无数
的青年诗人以巨大的探索热情，推
动了整整一代人艺术感觉的觉醒。

“重估一切价值”，这多么需要理论
勇气。

以“朦胧诗”为代表的前现代
主义诗歌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在

表现对象上体现为正值层面的对
人性觉醒的张扬和人道主义忧患
意识的广泛传播。第二，在精神意
识上表现为公民的自决意识和原
型化的集体无意识。认为诗是非
常独特的领域，主张探索诗人潜意
识的冲动；强调诗人对外在现实的
主观驱使力，强调艺术创造者主体
对客体的重新组合作用，它以内在
精神为主要表现对象，主张“向人
的内心世界进军”，建立独立自足
的伦理价值体系。第三，在人格心
理与社会心理上体现为理性与非
理性、主观与客观、此在与彼在的
和谐统一，主张实现自我价值和英
雄主义精神的高蹈。第四，在审美
原则和艺术表现方式上体现为崇
高的审美与浪漫气质的优美和谐，
在努力实现主观变形的内容与形
式的关系上，认为形式与内容互为
重要，重视表现和创造，在自我集
成经验中突出理想主义色彩，总体
表现为陌生化倾向和神性写作。
第五，在语言构成和传达手段上体
现为采用整体形象象征、逐步意象
感发的艺术策略和方式来掩饰情
思，从而使诗歌文本处在表现自己
和隐藏自己之间，呈现为诗境模糊
朦胧，诗意隐约含蓄、富含寓意，主
题多解多义等特征，使诗歌创作呈
现出精致典雅而高贵的经典创作。

而“朦胧诗”诗歌理论的最大突
破，就是诗歌人本主义的复归，这是
对诗歌主体性的重新肯定。从他们
走上诗坛第一天起，就努力地唤起
了一代人的觉醒。而他们调整我们
民族对诗的感受心理和鉴赏心理，
改造中国诗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诗人
气质的努力至今一刻也没有停止
过。从这个意义上说，“朦胧诗”是
永远不会“PASS”的。如果说上世
纪30年代的“现代派”只是拿来了
现代主义的外壳，那么北岛等人才
第一次真正地从形式到内容完成了
对现代主义诗歌的横向移植，并使
现代主义诗歌第一次在诗歌创作中
具有了主潮意义。

3.大实验时期：“第三代”诗人
及其价值判断

“第三代”，也称新生代，一般地
统称为后朦胧诗人，它指称的是“朦
胧诗”之后出现的具有后现代主义
倾向的诗歌流派、诗歌社团或群体。

“第三代”一词的“发明权”最初
见诸1983年夏天成都几所高校的
大学生诗人编印的一本《第三代》油
印诗刊，其中有署名北望的一篇序
言。1985年春，万夏、杨黎主编的
《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设立“第三
代诗会”栏目而第一次正式提出“第
三代”的概念。与此同时批评界也
从赞成和反对两个方面广泛使用

“第三代”的概念。这个概念最初是
从狭义的流派界定和广义的断代界
定而混乱使用的，直到80年代末期
至90年代初才较普遍地使用在断
代上。故而，所谓的“第三代诗人”，
大体存在着两种界定：其较普遍的
是指诗人生成代际的划分，即文学
断代的划分；也有较特别的单纯界
定是指诗歌现象的划分，即文学流
派的划分。就我本人而言，更倾向
于生成代际的划分。“第一代”诗人
一般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的老一代诗
人，如胡适、郭沫若、李金发、戴望
舒、闻一多、徐志摩、艾青、臧克家、
郭小川、贺敬之、公刘等老一代诗
人。这一代诗人的文化意识大体可
以分为两种流向：一种是以胡适、李
金发、戴望舒、徐志摩为代表的横向
移植的象征派即现代主义流向；另
一种是以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等为
代表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流向，
其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
治诗与民歌化诗风流向一直占据着
建国前后的主潮地位。“第二代”诗

人一般是指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
之后新崛起的以“朦胧诗”为主的青
年诗人群，如北岛、舒婷、顾城、杨
炼、江河等。其次是新的政治抒情
诗人和西部诗派诗人及军旅诗人，
由于“朦胧诗”给诗坛带来的全新的
感觉和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所表
现出来的对新事物的渴求以及对它
褒贬不一的激烈争议，以“朦胧诗”
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流向即成为

“第二代”诗人中占主潮地位的诗歌
流向，而且一直持续到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而经久不衰，并影响和引
导了“第三代”诗人即后朦胧诗潮。

“第三代”诗人主要是指1982年左
右在朦胧后期由中国诗坛更年轻的
一代在“打倒北岛”的呼声中逐步分
化出来的、而在 1986年“两报”大
展中形成并登上诗歌舞台的后朦胧
诗人群。

大约在 1984 年冬末春初之
交，大学毕业后回南京的韩东四方
联络原在校的诗友筹办《他们》，直
到1985年初出刊（《他们》1—2期
铅印，第3期开始电脑打印，共出版
4期），主要由诗人韩东、于坚、丁
当、小海、小君、王寅、吕德安、普珉、
于小韦、陆忆敏、封新成、张枣、陈东
东、任辉、海力洪以及写小说的马
原、苏童等组成“他们”文学社。“创
办《他们》时，我们并没有一个理论
的发言。现在仍然如此”（韩东：《中
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他们”文学
社艺术自释）。但在总体倾向上却
相对一致的是：它既属于新古典主
义诗歌流向，亦体现为较明显的客
观主义写作。韩东的“诗到语言为
止”的著名论断一度被认为是“他
们”诗歌创作的较宽泛的审美准
则。韩东后来对“他们”一词作出诠
释时称，“他们”这个词透露出“那种
被隔绝同时又相对立的情绪”（韩
东：《〈他们〉，人和事》）。“我们关心
的是诗歌本身，是诗歌成其为诗歌，
是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
的美感的生命形式。

“第三代诗人”是中国诗歌史上
最庞大、最复杂、最空前的诗歌群
体。尽管其旗帜各异、团体纷呈，但
总体归属不外乎两大诗歌流向：一
种是在杨炼等朦胧诗寻根诗潮影响
下的新古典主义诗歌流向——包括
以石光华、宋氏兄弟为代表的整体
主义，以廖亦武为代表的新传统主
义，前期万夏、欧阳江河等人的寻根
史诗；80年代末期形成的以车前
子、一村（路东）、周亚平、阿尔丁
夫?翼人、晓川、岩鹰、黄梵为代表
的唯文化诗潮。新古典主义不再像
杨炼等人一味在历史与文化源头沉
湎，而是以相对性思维方式，陈述繁
复厚重的集体无意识与民族原动
力，用简洁而又不失精致的意象去
传达他们对外在世界的亲在体验以
及对传统文化积淀的现代感悟。一
种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客
观主义流向——包括以李亚伟为代
表的莽汉主义，以周伦佑、蓝马、杨
黎为代表的非非主义，以韩东、于
坚、丁当、小海、小君为代表的他们
诗派。正是“第三代”诗歌的到来将
中国诗歌的审美趣味提升到欧美二
战后的水平。

三、现代主义诗歌在社会学与
美学意义上的重建

1. 诗歌精神的含义
关于诗歌精神的含义，诗歌界

并未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在这里我
准备引用杨炼的定义：什么是诗歌
精神？那就是：以“诗歌”一词命名
的、持续激活诗人的精神。阿多尼
斯在《谈诗歌》中开宗明义：“我的作
品力求超越细节抵达整体，同时揭
示有形与无形的事物。”在这里，阿
多尼斯所要“揭示”的“无形的事物”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持续激活诗人
本真生命的诗歌精神。

何谓“诗”，“诗”——“寺中之
言”。布道者、天使、代上帝传言、宗
教感等等，多么神圣的字眼。也许
发明这个汉字的人，已经揭示了诗
人的命运。

发生于 1915 年的新文化运
动的本质是以陈独秀、胡适、鲁
迅、蔡元培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
分子高扬“民主”与“科学”大旗
所进行的一次的思想启蒙运动，
其矛头直指封建专制与旧的传统
文化和道德观念体系。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日民族矛盾上升，
知识分子基于民族义愤，纷纷走
向抗战的前线，救亡的使命逐渐
代替了启蒙的使命。1949 年以
后，中国社会往往以政治正确的
名义坚持蒙昧，同时启蒙的力量
也在潜滋暗长。中国现代主义诗
歌运动本身就肩负着“化大众”的
历史使命。

文学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它能

把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生活传达
给世界，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
路。人类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
人都把每一件事当成自己的事。文
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因而
也是最易唤起共鸣的工具。文学的
最高使命乃是救赎和创造奇迹，文
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
真相的力量，诗人（作家）有责任在
人们心灵内部培养出拥抱世界的激
情，文学能够把浓缩的痛苦、经历和
教训传达给世界，文学对世界负有
特殊而神圣的使命。对当代生活的
处理能力，是一些诗人区别于另一
些诗人的重要标志。

2. 诗歌的“间离性”与难度
写作

现代主义诗歌的重建从审美
意义上还应当提倡难度写作。所

谓诗歌写作的难度应当包括：对绵
延数千年历史中所形成的人类共
同价值的提纯与传承；坚持对人类
终极意义与终极价值的关怀和追
问；不妥协地处理和干预当代生
活；为当代诗歌提供新的审美准则
与审美视角。

与难度写作相关的诗歌概念还
有诗歌的“间离性”。所谓诗歌“间
离性”，就是通过设法增加对艺术形
式感受的难度，延长审美时间，克服
诗歌写作的惯性，从而增强审美效
度，并由此达成审美的“间离效果”。

“间离性”是与“自动化”相对
立的。自动化语言是那种久用成
习惯或习惯成自然的缺乏原创性
和新鲜感的语言，这在日常语言中
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可以看到，动
作一旦成为习惯性的便变成带有
机械性了”（什克洛夫斯基：《作为
手法的艺术》）。这样，我们所有的
习惯就退到无意识和自动的环境
里。而“间离性”就是力求运用新
鲜的语言或奇异的语言，去破除这
种自动化语言的壁垒，给读者带来
新奇的阅读体验。“间离性”并不只
是为着新奇，而是通过新奇使人从
对生活的漠然或麻木状态中惊醒
过来、感奋起来。

就写作的本质而言，简单只是
相对的、暂时的、个别的，而坚涩凝
滞才是绝对的、永恒的、普遍的。闻
一多认为诗就是要“做”出来，这

“做”即指艺术上的追求。他说：“自
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

“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艺术必须
刻意追求，必须有“语不惊人死不
休”的劲头。不是所有的分行文字
都是诗。诗人应当遵循“美的规
律”，在方法与技巧上进行基本的技
术主义的训练，对语言和由语言的
运动所产生的审美感受与审美判断
有深刻的领悟与把握。当然，难度
写作并不是晦涩难懂的同义语。“朴
实的口语传达，真挚的现实关怀，高
洁的灵魂力量”，同样是难度写作的
应有之义。

编者按 上世纪八十年代诞生了朦胧派诗歌，继朦胧派诗歌之后又诞生了“第三代诗人”这一令
人瞩目的诗歌运动，造就了一个诗歌群体，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比较复杂和有着空前成果的诗歌群落。
不久前，我们邀请到诗人晓川，为我们讲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让如东文学爱好者对中国现代诗
歌特别是第三代诗人及其诗歌流派的生成发展和演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本报根据晓川录音编辑了
讲座概要，以飨读者。

嬗变与重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历程
□ 晓 川

晓川简介：1980年代开始诗
歌写作，是中国前卫诗歌运动的
优秀代表，对推动中国现代诗发
展作出了贡献。作品散见全国
重大诗刊，有诗作入选《21 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中国最
佳诗歌》《诗刊五年诗选》等；
1995年被《诗神》月刊授予“十佳
诗人”称号；2017 年被南京大学
新诗研究所授予“中国新归来
诗人优秀诗人奖”。现在是著名
民刊《先锋诗报》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