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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诗》第二辑刊发了50、60、70、80年代出生的二十余位诗人的最新诗作，一位诗人的访谈
，一位汉学家所写他眼中的中国当代诗发展状况的文章，几位年轻评论家关于当代诗与传统关系的论
文，以及一位诗人的诗学笔记。

　　此书对了解中国当代诗发展具有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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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主编孙文波系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活跃在中国当代诗创作前沿的诗人。
被评论界称之为中国当代诗歌“路标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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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广场
柏 桦（2首）
风在说
日记：2011年2月4日 ...
桑 克（4首）
物质狂
测夜仪
毛
乡村的正面
韩 博（1首）
谋皮书（组诗选章）
马 雁（7首）
我们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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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妮（6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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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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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
礼拜日
赤子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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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的非洲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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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鸟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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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水(1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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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剧
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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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
塔
天使之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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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调?闭关
小调?破五
小调?钟馗夜巡
二十月（1首）
普利姆索尔电路
柳宗宣（3首）
我在梦里打听你的下落
重叠
旁观
陈超(3首)
赤红之夜
未来的旧录像带
简单的前程
陈东东(4首)
奈良
童话诗
退思园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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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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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裤子
恢复
诗人访谈
蒋 浩：我想要相信
动态分析
江克平（美国）：一个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中什么有意义
专题研究
王凌云：新诗与“古今之争”——从经验、技艺与智慧的角度看
茱 萸：临渊照影：当代诗的可能
秦晓宇：江春入旧年
沙 织：历史之外的诗歌与女性
诗学随笔
臧棣：诗道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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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女子作为一个审美形象，在他们的诗中是通向古典和精神世界的桥梁、手段或隐喻，而非目的或
表现对象。
中国古典诗歌以其虚实结合的技术尤其如此。
女性形象作为仙境寓意而反复萦绕出现，从作为中国文化的中心范畴的“道”那里可以找到根源。
藐姑射之山的“神人”是德行与万物混同为一的象征体，不屑于追求纷争，也不肯劳碌地经营社会俗
事，通过远离事务在坐禅与冥想中体验与圣人同一的行为，因此“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
（这里理应将尧舜看做象征意义上的神话人物）。
　　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类的价值受到来自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的限制，尤其在当前资本化社会条件
下，单就人的价值而言，它俨然已被人格交换价值所掩盖，譬如谈话节目成为以消费品为目的的无形
交换物，只能使人获得瞬间的虚假安慰，再无真实和意义可言，而性格训练之类的书籍只是为了使人
被动地适应和依附于所需要的大众圈子，或持具备特殊优势的个人。
古人同样深刻地洞悉到这一点，对真理和永恒的追求，难以在现实的激烈倾轧、侵夺和战乱中实现，
结果最终落实到陶渊明式的孤身“归隐”或一种太虚幻境般的仙游。
从长远来说，沉思和灵魂活动只能由那些内心自由独立的人去执行。
　　中国传统诗歌就是在这一崇高的精神脉络中承袭下来的，从屈原、陶渊明，到李白、李商隐和苏
轼，这种静如脱兔的神游“行动”，展示了探索人生和宇宙奥秘的最高境界，人因此从混沌中分离和
确立。
李商隐无题中的道观女官，既是现实中存在的真实人物，又寄托了诗人脱离俗世常务，进入壶地洞天
、悠游人间仙境的崇高寓意；写宫女的诗词，用意大多是针砭时弊、感慨人生短瞬、时光易变；更有
屈原、陆机自比女子或花草，这样一来，女子的形象便和自然一样成为客体，而诗人通过包括女子形
象在内的万物说话，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形成一种自由往返的开放关系，女子和自然不再是作
品的外部场景，而是心灵内在场面的一部分。
她作为对象的属性超越了观看、欣赏和审美愉悦，参与到作品趋近真理的行动中，目的是为了人的实
现，是种神圣化的行动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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