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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诗学" 主持人#!吕!进!
!!主持人语#从刘半农在#$世纪初提出!重建新

韵"以来#中国新诗在!诗体重建"上已经走过了近

一个世纪的路程$新诗是在和中国诗歌传统断裂%
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出世的$近一个世纪的新诗发

展史告诉人们#诗体问题的确是中国新诗能够在中

国赢得读者%在当代文学中能够得到生存与发展的

重要问题之一$新诗长期就是自由诗#在自由诗上

取得了成就和光荣$对现当代文学来说#没有自由

散文#没 有 自 由 戏 剧#没 有 自 由 小 说#但 是 有 自 由

诗$作为诗歌#!自由"应当如何解读？自由诗有没

有应当遵从的诗歌规范？如果有#它又在哪里？同

时#新诗长期没有格律体新诗#这在世界上好像也

是独一无二的$所有诗情都能通过自由诗得到传

达吗？何其芳在#$世纪说过#即使写自由诗的诗

人#也得先受写格律诗的训练$他的意见有没有一

定的科学因素呢？在新诗发展史上#包括艾青#好

几位自由诗的名家#他们的后期作品都出现了半格

律化的倾向#国内有些研究生已经就此撰写了学位

论文#这个诗歌现象很值得玩味$现代人的情感世

界比之古人#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微妙得多#因

此#刘半农最早提出的!增多诗体"也是一个值得注

意的课题$本期#我们组织了一个笔谈#请袁忠岳%
王珂%傅宗洪三位从事现代诗学教学与研究的教授

发表意见$对于诗体重建#他们或赞成#或半赞成#
或存疑#有助于讨论的展开$意象与意境问题是近

年说得 很 多 的 问 题$毛 翰 教 授 同 时 是 一 位 诗 人$
因此他从特有的角度谈了一些见解#或许对意象与

意境问题的讨论有所帮助$

诗体重建三人谈

摘!要#关于新诗诗体建设#$重建诗体%中$重建%二字并不确切#容 易 引 起 误 解#新 诗 诗 体 建 设 不 是 古

体诗的再现#也不是现有诗体推倒重来#目前尚提不出一个理想方案#不必在这方面去限制诗人#应在实践 中

自然形成或形不成&新诗应建立常规诗体#强化诗人的诗体意识及文体意识#通过改良方式来重建 新 诗&要

重构一种历史诗学#据此讨论诗学文类内部现代化运动的复杂关系#重建$歌%与$诗%的关系建构&

关键词#新诗’诗体’重建’常规’文类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AB%!CDE"A!#$$%"$"C$$#BC$B

新诗诗体建设散想

袁 忠 岳"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A""

!!#$$B年对 于 诗 歌 来 说 是 灾 难 性 的 一 年#在 口

语诗沦为口水诗以后#又上演了一出$梨花体%的闹

剧#写诗被认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人说会按回

车键!意即能分行"就会写诗#网上也凑热闹#出现

了写诗软件#只要随意输入几个字#即可打出一首

诗来#一天写个百十首诗不成问题#于是#垃圾诗网

上网下 泛 滥 成 灾#诗 人 成 了 人 们 取 笑 的 对 象&我

想#每一个有良心有操守的诗人是不会对此无动于

衷的&维护诗的纯洁和神圣#已是当前同命运的诗

人们刻不容缓的任务&在这样一个时候来探讨新

诗诗体的建设#自有其针锋相对的特殊意义&诗#
并不是像有些人胡诌的那样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它是有内涵要求和体式规范的#即使是自由诗#也

并非真的那么自由#它不能不受它所要表达的情绪

" 收稿日期##$$%C$"CA$
作者简介#袁忠岳!AD!BC"#男#上海市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控制!
当然"对于新诗的体式一直以来意见也是不一

致的"但 基 本 倾 向 是 两 个"一 是 就 宽 的"一 是 从 严

的"前者提倡自由诗"后者主张格律诗!新诗体式

基本上就是在这两种倾向的影响下发展"或互有消

长沉浮"却从未有一种倾向一统天下!何时何种倾

向成为主导"既受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左右"
也有自身物极必反的规律"放得太过必收"收得过

严必放"一种倾向往往是为了克服另一种倾向的流

弊而兴起的"也和某一个或几个有影响力的诗人与

流派的提倡有关!在这近百年新诗发展的历史上"
包括自由诗人在内的许许多多诗人对诗体的建设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就拿格律诗说"从近几年的一

些新诗格律体选本看"体式之多不下百种!这些试

验探索都是有价值的"都是今后体式实验足以参照

的宝贵财富"应予详尽的梳理#归纳#总结!诗体建

设只能在此基础上更加有效地进行"不能贸然推倒

重来!
有一种说法认为新诗迄今未获成功"理由是新

诗尚未成形"只有成形才是成熟的标志!怎么才算

成形呢？据说要有像中国古代近体诗或西方十四

行诗那样有固定格式又适合新诗并为诗歌界公认

因而能广泛流行的体式出现!不能说这种想法不

好"若真能有这样的体式出现"那真是谢天谢地#求
之不得了!不过这是不现实的"起码在相当长的近

期内不会有这样的体式出现"将来能不能出现"也

还是个未知数!我这样说是有理由的!古代近体

诗#词#曲和西方十四行诗的出现有特定的背景"而
这些背景一去不返"是不可能再重复的!拿近体诗

说"它的产生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是$言%的

定形"仅从&诗 经’时 的 四 言 到 钟 嵘&诗 品’所 说 的

$五言居文词之要%的南北朝"就差不多上千年"实

际上恐怕还要长!其次是$韵%的定形"口语押韵很

早"远在&诗经’之前"不过在汉代比较宽"到六朝后

期又严了起来"唐以后开始依韵书押韵"韵书又有

很多种"几经变化"从隋朝开始的#$B个韵到元朝

的A$B个韵"光书面韵的定形也有六七百年!再次

是$声%的定形"上古只有平声和入声"中古才有四

声"上声大部分由平声变来"去声大部分由入声变

来!发现四声的是南齐周颙"与他同时的沈约把四

声用于格律"归纳出较为完整的声律"但直到唐初

的沈佺期#宋之问才定形为现在看到的律绝平仄粘

对的格式"不算以前"仅从沈约算起也有#$$来年!
从近体诗的定形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

过程"非一人之力"无先行模式"全赖多少代有心人

长期摸索而自然形成!其促成因素是多方面的"除
了以文言为对象"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其声韵的音乐

因素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发现#试验#提升外"还

有文坛领袖和大诗人的带头示范"有唐朝政府的大

力提倡"那时"把韵书作为官书"把应试诗列入科举

考试内容"凡想走仕途的人怎能不入彀中？

回看现在"促成诗体自然成形的诸多因素不存

在了"社会变了人变了"语言变了诗变了"现在许多

看法#想法要大体一致(不说统一)起来"是越来越

不容易了!按理说"写古体诗词的应该没有体式的

困扰吧"反正先人都给安排好了"照既定格式写就

可以了!可是"他们也面临革新的课题"要和现代

语言合拍"要适应现实生活"要写给当代人看"就不

能再用古韵"要按照普通话的四声重新制订现代声

韵!#$$?年&中华诗词’第?#B两期公布了一个现

代声韵方案"引起很大争议"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年的一次 研 讨 会 上 有 人 提 出"请 国 家 语 委 出

面协调各方专家意见"制订方案后作为$法%来颁布

执行!其实"古体诗词的同仁们在现代声韵上的分

歧并不是很大"尚且如此"怎能期望比这个分歧大

得多也复杂得多的新诗诗体的建设能风平浪静地

达成共识呢？既然在现代生活条件下很难产生像

古典时代那样统一的体式"我们为什么非要把这悬

为新诗诗体建设的最高目标"好像不达此目的"新

诗就不成形#不成功呢？用一个也许可能是永远无

法实现的虚假体式来要求当前的新诗"对新诗的发

展绝无益处!
如果说"新诗的诗体建设不强求统一"容 许 多

样的存在和发展"那么新诗发展这近百年来不就是

这样做 的 吗？闻 一 多 的 新 格 律 诗#艾 青 的 自 由 体

诗#林庚的林九言#沙鸥的沙八行等"都是有意识地

在诗体建 设 上 进 行 探 索 试 验 并 取 得 一 定 成 绩 的!
现在缺少的是对已有的体式进行全面科学的概括

总结"可以分几大类"几小类"是否把现代汉语格律

形式的可能性都已穷尽？从中还可以比较其优劣"
择其优而褒扬之!对于体式声韵的理论研究"也可

同时进行!比起不切实际的空想"这才是可以做也

需要有人去做的实事(事实上也正有不少诗人和学

者在这样做)!至于在创作实践中"哪一种或几种

诗体能脱颖而出"受到更多人的青睐"则不必预测!
不过"一般说来"诗写得好"喜欢的人多"影响大的

诗人"他的诗体(如有相对固定诗体的话)就容易受

到追捧#仿效!这也说明"诗体的建设不应该孤立

地进行"要与诗质的提升相辅相成而行"终究诗体

是为诗质服务的!



为了减少诗体建设的难度和阻力!我们还可以

先易后难!譬如从音乐性入手!无论主张自由体还

是主张格律体!都是承认诗是要有音乐性的"前者

提倡内在律!后者强调外在律"外在律看得到!内

在律看不到!如何用看不到的内在律来体现音乐性

呢？这就值得研究探讨!如用情绪的起伏来体现!
就牵涉到节奏问题"自由体也是要讲节奏的!不过

不像格律体那么规整而已"至于押韵!自由体可押

可不押!格律体还是要押的"这方面问题也不大!

反正有十三辙放在那儿!无需另起炉灶"最难一致

的是每首诗的行数和每行的顿数#或字数$"从目

前来看!谁也提不出一个最理想的方案!因此!既无

必要也无可能在这方面去限制诗人!只能让其在大

家的实践中去自然形成#或形不成$"
%重建诗体&中%重建&二字并不确切!容易引起

误解"因为!%重&有%再&和%重新&的意思!既然新

诗的诗体建设不是古诗体的再现!也不是把新诗中

已有的诗体全部推倒重来!何曰%重建&？

以改良的方式重建新诗的常规诗体

王!珂"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人类艺术最早起源于人对形式及体式的追求!
诗人对诗的形体的重视出于人的构形本性和艺术

的本性"诗体具有制订做诗法的意义!既是呈现诗

这种特殊文体的表象特征的%诗的图式&!是诗区别

于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的表面形式的重要标志(
更是呈现诗的形式规范及写作规范的%诗的法则&!
是诗歌写作与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的写作迥异的

重要原因"诗体在历史上曾受到极端重视!如中国

的格律诗体在一千多年间独霸诗坛!尽显%诗体霸

权&!堪称%独裁诗体&"即使在自由诗流行的当代

英语诗坛!诗体也受到重视!美国诗人乔治)欧佩

#F5’-G5HII5.$认 为 诗 体 具 有 两 大 重 要 性!ADBA
年他给玛丽)艾伦)索沃特的信中说*%我们非常

关注诗体#I’528;0’-J$!不仅因为形式#0’-J$可以

作为结构#25K2,-5$!还 因 为 它 是 一 种 能 够 让 诗 可

能被抓住的形状#63/I5$"&+A,

在#$世纪的中国!战争’运动’革命’改革此起

彼伏!没有为诗体建设提供良好的诗歌生态"%新

诗经历百年!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文体自发阶段!
或从文体自发到自觉的过渡阶段!或幼稚的文体自

觉阶段!并未真正进入成熟的文体自觉阶段!建立

起成熟的诗体!让许多诗人’读者’研究者都不知道

-新诗为何物."&+#,今日中国正在进行和谐社会建

设!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诗体重

建也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有助于建立新诗创作规

范及新诗批评和鉴赏标准!强化诗人的文体自觉意

识"目前新诗创作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

是网络诗歌带来了诗的功能’诗的创作方式和诗的

传播方式等全方位的巨变!甚至出现了新的%诗体

大解放&运动!更需要重视胡适领导的第一次诗歌

革命没有做好的诗体建设"但是诗体重建不能走

格律化的极端!必须考虑新诗的自由化’世俗化等

文体特性!在百年新诗诗体建设已有的基础上!进

行改良式的%常规诗 体&的 建 设"新 诗 生 长 于 %革

命&受到极端重视的乱世!既有高度的严肃性’精英

性!更有强烈的时代性’平民性’世俗性’青年性’先
锋性"福柯认为人类社会总是围绕三个轴心运行*
%知识轴心’权力轴心和伦理轴心"&+!,诗体 具 有 强

烈的意识形态意味!特别是过分严谨的诗体!如中

国古代定型诗体格律诗体!与福柯所说的%知识&’
%权力&和%伦理&都休戚相关!定型诗体是封建统治

者控制文人的思想自由!甚至是奴化文人的手段"
从AD世纪开始!西方就出现了诗体自由化大趋势!
世界现代诗的生命力在于自发#6I’.2/.582:$’自我

表现#65(0C5KI-5668’.$和 改 革#8..’9/28’.$"创 立

了散文诗 的 波 德 莱 尔 认 为 诗 人 有 特 权 发 展 体 裁*
%任何深刻的敏感和对艺术具有天赋的人#不应把

想象力的敏感和心的敏感混为一谈$都会像我一样

地感受到!任何艺术都应该是自足的!同时应停留

在天意的范围内"然而!人具有一种特权!可以在

" 收稿日期!#$$%C$"CA$
作者简介!王珂#ADBBC$!男!重庆市人!福建师范 大 学 文 学 院!教 授!文 学 博 士!西 南 大 学 中 国 诗 学 研 究 中 心 客 座

教授!主要研究现代诗歌文体学"



一种虚假的体裁中或者在侵犯艺术的自然肌体时

不断地发展巨大的才能!"#"$受到政治激进 主 义 和

文化激进主义巨大影响的中国新诗更是崇尚这种

文体自由%新诗人更是具有文体独创精神和自由意

志的人%极度推崇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新诗本质

上是一种反对&经典化"’&定型化"和&贵族化"的文

体!因此今天的诗体重建应该顺应历史潮流%高度

重视&和谐诗体"及&和谐诗歌"的建设%反对诗体的

高度定型%建立既有节制又宽松的常规诗体%形成

既统一又和谐的诗体格局(把准定型诗体)))常规

诗体作为主导诗体%把不定型诗体)))自由诗体和

定型诗体)))格律诗体作为辅助诗体!
目前诗体重建研究应该回答以下问题(&何为

新诗"*新诗的文体特征+’&何为诗体"*一般的诗体

概念’范畴及中外诗体理论的历史和评价+’&何为

新诗诗体"*特殊的诗体概念’构建+’&新诗如何生

成"*新诗文体生成的文学本体研究和社会文化研

究+’&新诗诗体为何定型难"’&新诗为何要和如何

建立常规诗体"!
诗体重建要兼顾以下关系(诗体与语言*现代

汉语+’诗体与政治*政治运动及意识形态+’诗体与

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诗体与文化*精英文

化与大众文化+’诗体与科技*传媒与新诗+’诗体与

性别*女性诗歌和男性诗歌+’诗体与年龄*青年写

作’中年写作’老年写作+’诗体与地域*西部诗歌’
港台诗歌+’诗体与民族*少数民族新诗+等关系!

要重点研究诗的视觉形式’听觉形式’小诗’长
诗’散文诗’新格律诗’自由诗’网络诗’手机诗’图

像诗等的具体构建!
诗形建设是新诗诗体建设的主要内 容!随 着

人类文明的提高%人的视觉思维获得更多的开发%
诗的形体越来越受到重视!人类对诗的形体的重

视使诗体的建设特别是定型诗体的建设成为可能%
使&诗要有体"’&诗有恒裁"成为写诗的常识!打破

了&无韵则非诗"的做诗原则的新诗缺乏音乐性%导
致它对诗的内容与形式的承载功能的减弱%分行排

列及对诗 的 排 列 的 高 度 重 视 恰 好 可 以 弥 补 损 失!
如AD#B年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认为增加了一种

建筑美的可能性是新诗的特点之一!今天在传播

方式更新的新形式下%如网络诗’手机诗流行%更要

高度重视诗的视觉形式及诗的排列美!
周作人曾说(&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

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

文学!"#?$平民化文体新诗也应当以自由的 精 神 为

基调%但是必须加上诗体的洗礼%甚至受到诗体的

限制!童庆炳曾说(&我一直认为%中国现代汉诗文

体的建立%要充分考虑到四个方面(第一是.诗意/
00第二是意境00第三是节奏00第四是造型%
也就是闻一多所说的建筑美%各种造型都可以%但

通过文字来造型的诗歌传统不能丢!我特别欣赏

词的文体%虽然它的句子的长短不一%但它的文体

是富于艺术性的!我有时候甚至想%要是我们能用

现代汉语创造出新的一二百种不同的词牌来%也许

我们的现代汉诗的文体将进入一个成 熟 时 期!"#B$

今天%用现代汉语创造词牌是不现实的%但是新诗

建立常规诗体%通过诗体建设来强化诗人的诗体意

识及文体意识却是完全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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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即"常态文学#与"先锋文学#!他甚至认为前

者才是现代文学的主流$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多方

回应$是否"主流#!或许还见仁见智!但陈思和的

文学史观察的新"范式#不能不说是对现行文学体

制的一种质疑和解构!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被看成

是胡适"双线文学观念#的"新世纪版#$
当我们将既有的叙述中的"诗歌史#纳入陈思

和所设计的新的文学史阐释"范式#时!就会惊异地

发现其中所显露出来的重大缺陷%现代诗学的建构

是以"诗#为中心展开的一种历史叙事!而且!在历

史的叙事中!由于受到强烈的"纯粹诗歌#观念的支

配!"诗#的概念又逐渐窄化为"纯诗#的概念$以此

作为逻辑展开的诗学建构给我们呈现出一条似乎

清晰可变的内在理路!现代诗歌的历史几乎就成了

一部"现 代 性#的 追 求 史!"革 命#&"创 新#&"纯 诗

化#&"现代化#等则是这部诗学的关键词!担负起超

乎寻常的诗学使命$
在我看来!这种以诗歌经典的想象为基本冲动

的价值尺度无不包含着与其叙事者’’’知 识 分 子

’’’的身份共生共存的历史观察的偏见$之 所 以

作出如此判 断!是 因 为 我 们 内 心 充 满 了 这 样 的 疑

问%被叙述的诗歌中有多少能够释放出现代汉语作

为诗歌语言的巨大魅力!能够满足现代公共化期待

并持久地进入文化流通领域？

事实上!诗歌从诞生之日起!质疑之声 就 一 直

不断!这种种质疑很大程度上就是从新诗的文体机

制&传播和接受的深广度作为切入点的$现代新诗

的传播与接受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至今是一个

没有被深入涉猎的问题!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关涉现

代新诗价值重估的重大问题!因为一种文体或者一

种创作成果是否真正构成了"文学场域#!"传播#与
"接受#实在是不可或缺的考察要素$比如!在诗歌

史上公认为新诗相当成熟的!$年代后期!屈轶却

指出%"中国的文学革命!是以新诗开始的$而新文

学发展到现在!其收获最小影响最微的!似乎也是

新诗$朋友中间一谈起新诗!总是常常摇头!觉得

它没有出路(出版者对于它的冷淡!更不必说起$#
出版社之所以对它冷漠!莫不与新诗读者群太小&
出版诗集无法赚钱有关!所以新文学"还只能盘旋

在几个 文 学 者 和 文 学 青 年 之 间#)#*$从 这 一 叙 述

中!我 们 可 以 见 出 新 诗 与 出 版&读 者 的 紧 张 关 系$
进入D$年代以后!这种紧张关系愈发尖锐%今天的

诗歌几乎就只能够在研发与生产两个环节上循环!
形成一种小圈子式的闭合结构!基本上就不能够进

入文化消费领域$

应该看到的是!现代诗歌越往后发展!它 向 整

体意义上的社会所提供的语汇越显匮乏!相对于飞

速发展的社会与迅疾演进的人的情感世界!现代诗

歌的既有语汇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它甚至都无法参

与整体社会的文化推进$这种现实"失语#尽管对

于诗人而言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苦恼+随处可见的是

诗人们 或 隐 讳 或 坦 然 地 对 这 种 苦 恼 的 伤 感 倾 诉

’’’有时!那种宣称放弃社会期待的铮铮誓言在很

大程度上也是对这种苦恼的逆向陈述而非理性自

觉的表达,!但是!对诗歌的这种"叙述#&"抒情#与

人们的真实遭际相分裂的现状!学界至今还缺乏使

人警醒并有强大重建力量的学术探讨$
理查德-约翰生曾将文学读者区分为"文本中

的读者#和"社会上的读者#!前者意味着传统的单

纯以文学形式&文学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后者

则意味着从一种文化研究的思路出发!关注文学阅

读中的历史及社会性因素%"从.文本中的读者/滑

到.社会上的读者/就等于从最抽象的时刻+对形式

的分析,滑到最具体的客体+实际读者!因为他们是

社会地&历史地和文化地构成的,$#)!*

从这种社会的&文化的角度出发!我们 还 可 以

发现既有诗 歌 史 的 另 一 个 重 大 缺 陷!即 歌 词 的 缺

席$现代歌词由于和现代诗学建构者"纯诗#理念

的违逆以及由此带来的"他者#定位!因而未能获准

纳入经院式的考察!在整个诗学领域中处于边缘化

的状态$这样说!并非是指歌词完全从诗歌史中消

失!而是说它只是以"非主流#甚至"逆流#的形象!
映衬"纯粹#诗歌的"先锋性#及其诗歌史价值的不

可动摇!因而作为叙述中的诗歌史的一部分!它是

边缘的&片断的&缺少内在肌理的$
但是我们却看到!歌词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诗

歌失语所带来的种种现实语言需求的空白!成为社

会无意识的代言!由此使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脱离不

可表述的黑暗!让内心复杂而新鲜的情绪体验浮现

到语言的层面上来!得到语言的定型$歌词话语的

这种代言所产生的文化能量常常令人惊异到目瞪

口呆的程度%它或以一呼百应的形式号令天下!或

以振聋发聩的形式惊世骇俗(因此可以说歌词出色

地参与了对我们各个时代的情绪"赋形#$如果说

武侠&言情&科幻等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大众

对叙事类文学的审美想象的话!那么!在现代诗歌

史上!真正满足人们对抒情类文学审美诉求的主要

并非被诗歌 史 叙 述 的 诗 歌!而 是 被 其 边 缘 化 的 歌

词$的确!歌词话语仅仅是一种语言!然而!歌词话

语无疑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语言’’’至少!没有我们



一些经院式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寻常!
我认为"现代诗歌的历史需要重构"而 重 构 的

前提则是对持续不断的维护#诗歌$概念纯粹本质

的观念大胆质疑"对以#纯诗$为中心的历史诗学进

行解构"将#歌词$这一在抒情话语现代转型后相对

独立发展的类型纳入新的历史诗学建构的体系中"
释放长期以来被主流观念压抑的这一重要的诗歌

现象%引入胡适的#双线文学观念$"以陈思和的#先
锋文学$与#常态文学$的#复调$叙述模式作为新的

诗歌史观测的基础性框架"将狭义的诗歌作为#先

锋文学$的发展线索"歌词作为#常态文学$的发展

线索"重构一部雅俗并行&#先锋$#常态$共生的新

的诗 歌 史!在 这 样 的 历 史 框 架 内"通 过 对#大 众

化$&#民族化$&#格律化$&#歌唱性$等这些在现代

抒情文类的知识谱系中生产力极强的关键词的知

识考古"有望 增 加 我 们 对 于 复 杂 而 众 说 纷 纭 的#$
世纪中国诗歌&文学乃至思想文化的理解!鉴于这

些概念所蕴涵的现代中国人的特殊经验以及产生

这种经验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文化实践的复杂性"
历史诗学重建的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即是探索这

些概念的语义史"呈现这些概念建构的社会历史语

境"通过概念与历史过程的实践性关系的考察"达

到对抒情文类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并据此讨论抒情

文类内部现代化运动的复杂关系!在这样的重建

中"它需要 一 种 新 的 诗 歌 史 视 野 来 帮 助 我 们 理 解

#$世纪中国发生的所有可以命名为#诗歌$的活动

与实践!
在我看来"与 其 想 象&建 构 某 种 独 立 的&纯 正

的&不折不扣的诗学经验"不如在抒情文类的各种

话语体系的比较&对话&互动之中测定#纯诗$的状

态!其实"#纯诗$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它并不

能事先存在"而 是 在 多 重 对 话 之 中 产 生 出 来 的 主

体!在这种对话关系之中"#纯诗$与#非纯诗$互为

#他者$!正如可以借助#纯诗$的话语体系反观歌

词的本体建构一样"歌词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抒情

话语体系同样是建构#纯诗$理论的一种参照!双

方的特征都因对方的存在而更为突出!中国古典

诗学没有明确&显豁的#诗$与#歌$的分类理念!现

代社会为两 者 的 发 展 设 计 了 不 同 的 路 径"#诗$与

#歌$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离"虽然#歌$在现代诗学

的历史建构中一直处于边缘的&不为主流诗学垂青

的状态"但其持续而充满活力的存在不能不在现代

抒情话语的庞大网络中占据重要的空间!对它的

历史考察与理论廓清"不能不说是对现代诗学的丰

富与复杂 的 生 态 布 局 的 一 种 更 深 意 义 上 的 认 识!
在这种以#他者$的存在为自我阐释前提的对话语

境中"我们会发现"#诗$与#歌$之间有紧张&抵触&
冲突"也有彼此的涵容与相互的照亮%或许"在这样

积极的关系建构中"两者都有获得深入展开自身的

更大可能性’’’包括种种令人敬重的品质 和 种 种

习焉不察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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