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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福建师范大学任教时我曾为一家当地报纸开过一 个名为“边缘斋随笔”的专
栏，专栏文章，加上之前之后发表过的短文，便凑成了这本随笔集。
结集出版的缘由，与其认为是有益于世道人心，不 如说有些顾影自怜的意思：我们天天被责任、使命
和职业加减乘除，还有 多少时间可以宁静面对自己的心情？
取名为《边上言说》，实在是因为这些文字跟经国大业无关，跟团体与 江湖利益无关，跟中心、主流
无关，跟正文、正本无关，甚至跟自己置身 其中的经院学术体制和讲授的知识谱系无关。
就像学生时代听课时躲在后 排课桌看自己的书，就像当教师讲课时突发的一点感兴，它们无非是个人
茶余饭后无关痛痒的一些随想、生命历程中一些细枝末节、书籍边缘的随 批乱注。
总之是些边角琐屑，无关宏旨，无伤大雅。
不过，与我们平凡的生命贴得最紧的似乎也不一定就是历史风雨和正 文正本，个体人生最切肤的痛感
与快感都来自眼前身边曰常生活。
辑录本书时耿耿于怀的遗憾是，收集了不少或许不值得收集的文字，更多铭心刻骨的记忆与感动却闲
荒在文字田园以外！
感谢何强、林滨先生出版拙作的热情；明春为校对本书贡献出了2011 年整个的国庆假期；助理编辑陈
秋云小姐以她认真细致的工作，把我20世 纪70年代末以来散乱的复印剪贴变成了一本像模像样的出版
物。
借本书出 版的机会，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王光明 201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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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选择文学和喜欢大学院墙内的生活，于我都是一回事。
只有在社会政治经济的边缘地带，才有可能于人生诸多的限定与不自由。
中赢得心灵的自由，才有可能不像独眼龙一样只注目。
于经济指数的增长，进而重新肯定精神和思想的价值。
《边上言说》是个人茶余饭后无关痛痒的一些随想、生命历程中一些细枝末节、书籍边缘的随批乱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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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光明，1955年生于福建武平县。
原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99年调入首都师范大学任教，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
歌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著述有《散文诗的世界》《怎样写新诗》《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20世纪中国现代诗》《
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灵魂的探险》《面向新诗的问题》《现代汉诗论集
》《中外散文诗精品赏析》《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经典》《开放诗歌的阅
读空间》《市场时代的文学》等。
主编2002年以来的《中国诗歌年选》，参编国家级规划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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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边上言说说边缘说使命说人生说大学学院升格与大学之道说学问说学习说读书一本书的拯救说书店说
治学说诗歌回望百年中国诗歌说意境说散文诗说散文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说小说说批评批评的考验说
副刊说知识分子说社会转型审美化还是市场化路上留痕逝去的岁月俞元桂先生闽西山水情家乡行面对
乡土的记忆客家的米酒说喝酒故事里的茅台在湖畔宾馆水仙花“福建文化课”的奉献文化价值的追求
柔刚诗歌年奖授奖辞文边留墨诗歌依然在发展近年的中国诗坛当代诗歌答问公刘《读罗中立油画》赏
析与错误和忧伤对抗感觉与心灵的风景爱情诗研究的起点挽留温暖生命的元素从蝴蝶到黑娥转型时代
的回声灵魂肖像性情文章说出过程的复杂性现当代散文的向导散文的可能性读蒙田随笔读嘉·高兰特
《葡萄的卷须》逆行的黄包车陈嘉庚的意义悲歌一阕“晾晒”被遮蔽的领域谁是别墅的主人书边留话
《2002-2003中国诗歌年选》前言《2004年中国诗歌年选》后记《散文诗的世界》初版后记《灵魂的探
险》后记《面向新诗的问题》后记《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代序《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后记《开放
诗歌的阅读空间》后记《语言与文学的策略》编选说明《我们时代的文化症候》后记《市场时代的文
学》后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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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副刊　　近年我国报界一个醒目的现象，是报纸改版、扩版引发的“副刊大战” 的激烈竞争格
局。
为了争取读者和提高订数，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社会人们 文化消费心理的巨大变化，各种报纸副刊的编
辑们从报纸具有话语权威性 和见报迅速的优势出发，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使尽招数，在激烈的竞争
中形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副刊”文化现象。
它以丰富的文化信息、生动 的趣味和灵活的版式，覆盖了广大的文化消费市场。
各种“副刊”的火爆之势，显然极大地丰富和活跃了大众的文化生活。
由于新闻性和中心意识形态不是它非要体现不可的特点，它就具有更广泛 的对象性与话语的个人性，
至少在内容上和趣味上与新闻和政论的版面构 成了互补关系。
真正的思想和语言个性风格总是更多体现在这里，这一点 几乎成了五四以来我国报纸的传统，不仅思
想的表达和文学运动的形成，得力于副刊的推动，而且许多散文、杂文作家，也是因为副刊而成长起
来 的，像鲁迅的许多散文、杂文，就是因副刊需要而写成的。
因此，可以说，副刊既是思想文化交流对话的重要通道，又是作家成长的摇篮，同时也是 一张报纸文
化品位的重要标志。
但是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不少报纸的副刊也暴露出一些令人忧 虑的问题。
排除那些用广告挤副刊的明目张胆的功利主义现象不谈，众多 副刊呈现的“文化快餐”编辑方向是值
得注意的：它关心的是时尚，是大 众的流行趣味，是娱乐和消遣，大款风采、名人轶事或歌星、影星
、球星，有的甚至为商业社会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披上一层绚丽的面纱，把无限膨胀 的欲望裹上漂亮的
时装公开兜售。
它与当代都市文坛一批“后现代”文匠 结成同谋，乐此不疲地从事无灵魂与心灵参与的文字操作游戏
，削平深度，消解意义，把新奇刺激、轰动效应、感官愉悦当做“潇洒”自我标榜，制 造类似“吸毒
”一般的幻游之境。
这是活跃的副刊文化信息流通快、言路增多等积极因素的另一面，反 映着商品经济社会对人类精神关
怀和心灵激情的侵蚀。
它以顺从大众趣味，向时尚献媚和调情为特点。
它不是一种具有高贵的精神品格和独创性的文 化，而是专事拼凑、模仿、剪贴的东西，到处可见题材
的陈腐与剽窃，拙 劣的复制和拼凑。
于是，一大批的“文化快餐”的制作匠应运而生，他们 不是根据精神与心灵的律令而写作的人，而是
应着时尚社会文化的“订货” 进行着大规模复制的文化手工业者，他们作为一个文化市场的雇佣劳动
者 和作为一种商品的作品面貌已经有目共睹。
这种猎奇逐艳的消费文化现象，既表现为人与生俱来的、自觉自为的心灵自救能力的失落，也表现为
想象 力与自觉文学意识的失落。
它所付出的代价是双重的，既是耗他者，又是 一种自耗和自残者。
正是在如上意义上，在这个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在这 个市声喧哗、文化凝聚作用日渐
式微的现实处境中，我对自觉坚持人文价 值、追求精神品格的报刊、杂志怀有一份特殊的敬意。
它们是焦虑和迷惘 的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绿岛，是灵魂无家可归、心灵无法交流的人们自由对 话的场
所。
正是在这里，当代生活整一化和机械复制对人的感觉、记忆及 潜意识的侵占控制下支离破碎的经验，
才在语言的呈现下得以还原，使人 重新获得个体生命的完整意识。
《闽北日报》“武夷山”副刊的可贵之处也 就在这里，尽管它是一张地区性的报纸，读者和稿源都有
相当的限制，但 在坚持独立的精神和审美品格方面，在追求纯正的文学品位和自觉的文学 意识方面
，它显然自觉坚持了我国“五四”以来报纸副刊的优秀传统。
并不是说“武夷山”副刊发表的都是思想和艺术级次都极高的作品，而是它执著地坚持着人文精神和
文学理想的关切，努力在这个技术至上主 义和拜金主义的时代，保存个人鲜活的感性，找回心灵的本
真和想象力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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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根据报纸副刊的特点，编者选择最具自由精神和个人特点的 散文文体作为副刊的主导文体，同
时选文时注重那些把喧嚣世界的承受转 换成个人内心经验与领悟的作品，从而真正在生命意义的昭示
和个人经验 的语言整合上，体现散文的精神建构意义和纯净的美学意义。
像“女散文 家作品专页”中张立勤的《雪天》，写的就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在生存的恍 惚中，对生
命真谛的感悟。
雪天的别离是一道屏障也是一把钥匙，它挡开 日常生活的纷扰，开启生活挤压下不经意的收藏，使自
己在回忆中把破碎 的情感与经验重新组合起来，从而真正感悟到火车轮子与铁轨碰撞的意味，从而使
人从商厦发闷的钟声想到教堂的钟声。
另一篇林丹娅的《花事未了》 也是表现真情真性的作品，虽然写的是人们最常见的花木题材，但它绝
不 是那种“小花小草记叙文”式的大路货，而是有着自己真性情真人格的渗 透，从而把花的品味和
自身的品味真正地结合起来了，从个体生命出发表 现了非本真生存状态的抗争。
一张优秀的报纸，副刊与其他版面之间总是以自己独特的功能体现有 机的互补性。
就像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当代社会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 知识分子分别承担着推动科技进步与精神
建构的不同使命一样，报纸副刊 是健康文化与人类精神的建设基地之一，而不是经济快车齿轮的润滑
剂和 世俗、本能欲望的集散地。
当经济指标和市场法则变成最高话语权利的时 候，人类需要回身的余地，灵魂需要栖居之地，否则，
个体生命就不复完 整性。
1993年3月 P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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