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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言有根吗?万物有共同的根吗?或许，这样的疑惑与茫然正是这个纷繁无序时代的症结所在。

现代人最大的不幸，不是因为“上帝死了!”上帝在那里，或者从来不在。
就像一个密闭的房间中的一个我们曾经得以仰望天空的窗子，我们因一种角度的固化，因对它持久的
注视中意识到了它对天空的遮蔽。
但如果我们因此最终放弃了对天空的仰望，如果我们对一种僵化方式的克服没有成为与真理与道相遇
的一个最新的契机，那么，我们就是一个真正的丧失者，一个不幸的“现代人”。

 是的，诗歌可以，同时也应该成为这样一个沮丧的时代获得拯救的力量。

是的，如果不是作为与本质相遇的一个最新的契机，如果不是为重回事物至深处的幽暗与寂静，那么
，任何的语言都不过是另一些无根的浮萍。

一首伟大的诗歌或者一个伟大的时代，都在要求诗人与他的读者拥有一种深刻的洞察，以透过纷繁无
序的事物的表象，透过花样翻新、山头林立，以流派、主义、口号、标签标识自身的诗歌也是我们所
置身的时代的风貌，来辨认语言与事物深处坚固的根。

《诗建设》在新千年后的第二个十年的开端得以正式创刊，毋宁说是一次寻根，一次寻找语言，也是
万物之根的努力。
它旨在通过持续关注与追踪致力于现代汉语精神与语言探索的诗与人，通过伴随一代诗人最新的生长
，通过一个时代的勇气与力量持续的积蓄，通过对语言与万物之根的一次次的辨认，见证与完成现代
汉语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与一个时代最终获得救赎的道路。

　　这将不仅仅是一群人的幸运，不仅仅是汉语之幸，不仅仅是诗歌之幸，同样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之
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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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现代汉诗没有对传统精神的继承是走不远的。
传统可以给我们很多教诲，比如，我从晚明的几个儒身上就看到了非常现代的精神，可以为我们补钙
。
现在诗人们比较分裂，一种是孝子式的继承，一种是虚无主义的抛弃，很纠结。
传统的也可以是现代的，老子不现代吗？
他跟海德格尔在精神上是多么契合；孔子不现代吗？
他的教诲难道不是人类的未来？
李白的天才依然是现代诗歌的太阳，杜甫的技艺仍然可做我们的导师。
你说是郭沫若徐志摩郭小川贺敬之更为现代，还是李杜更为现代？
我肯定选择李杜。
创造百无禁忌，诗歌的大敌无非是平庸而已。
在我们的传统里，“诗人”身份一直是变动的，从最初的巫、士、文人，到后来的知识分子、工人阶
级的一部分、吹鼓手、反抗者⋯⋯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为什么很多诗人在公开场合羞于提及自己的“诗人”身份？
因为这个时代没有为诗人颁发身份证。
以前，诗人的身份是给定的，现在则需要我们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
在诗人身份暧昧不明的情况下，任何美学纠察或道德归罪都只能引来争议一片。
如果你指责一个抱定“语言炼金术”的纯诗写作者是个“犬儒”，他会非常不屑；如果你说一个怡情
养性的江南事物爱好者“没有骨头”，他会非常委屈；如果你跟一个垃圾派诗人讲诗之高贵，完全是
对牛谈琴；如果你说一个废话诗人“过于口水”，这和指责一个学院派诗人“过于晦涩”难道不是出
于同一种逻辑？
四“诗人与时代”作为一个持续性的话题，在这十年里依然大热。
“诗人要有所承担”，这大概无所争议。
但“诗歌要有所承担”，却是个充满争议性的话题。
承担什么？
为什么要承担？
如何承担？
深刻的分歧让诗人们互不服气。
这个诗坛充满了似是而非的标准，到处都是美学纠察队。
我认为诗坛最好的状态就是四分五裂，各走各的道，“不团结就是力量”。
有批评者认为“介入”是一个技术问题，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伦理学。
介不介入无关紧要，没必要道德归罪，也不需要美学纠察。
有人直接面壁，有人向死而生，诗歌承认的是个人创造。
恩格斯讲过一个驴子的故事，大意是，驴子们凑在一起，就素食主义问题达成了一致，并在动物界发
表了一个宣言：我们，动物们，要拒绝吃肉！
这是驴子们的霸权和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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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诗建设(2011.03)(创刊号)(总第1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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