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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关于诗歌美学理论方面的专著。
　　作者在诗歌创作的同时，长期致力于诗歌理论研究，多有发现，多有感悟，在诗歌美学方面不仅
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
本书从中外古今大量诗歌的比较研究中提出大诗歌理念，并以此贯穿于对诗本体、诗创造、诗主体各
个方面的深入探究，从而揭示诗美创造的奥秘，构成颇富于原创性的独立的诗美学理论体系。
全书行文敏捷，语言凝练，立论有据，征引翔实，字里行间跳荡着智慧的火花，洋溢着思辨的哲理，
蕴涵着深广的审美价值，具有凝重的理论色彩和真切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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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迪 本名郑宏杰，1932年生，浙江临海人。
著有诗集《雨后新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诗美学专著《现代诗美的创造》（百花文艺出
版社1992年版）、历史随笔《天马嘶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合作）、系列散文式断代史《
唐唐大唐》（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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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大诗歌理念　　3.纯诗或纯诗美　　追求纯诗，几乎是诗人的本能，即便根本否定纯诗的
，也在不自觉地追求纯诗。
诗的质体是诗美，所谓纯诗也就是纯粹是诗美的诗。
不过，这里所说的纯诗美或纯诗，对通常所说的纯诗概念有所校正。
　　纯诗概念的提出者，有人说是法国保尔·瓦雷里，有人说是美国爱伦·坡，也有人追溯到英国锡
德尼，或者祖述德国康德。
的确，爱伦·坡说过：“文字的诗可以简单界说为美的有韵律的创造。
它的唯一裁判者是趣味。
”而“趣味使我们知道美”。
显然已包涵了诗须创造纯诗美的观点。
第一个使用“纯诗”一词的确为保　　尔·瓦雷里，是他在1920年为柳西恩·法布尔的诗集《认识女
神》所写的前言中提出来的，尔后又在《纯诗》等一系列讲演中作了阐述。
、他说：“我所说的纯，是物理学家所说的纯水的纯。
”他要求“能创造一部没有任何非诗歌杂质的纯粹的诗作”。
“在这种作品中，任何散文的东西都不再与之沾边，音乐的延续性，永无定止意义间的关系永远保持
着和谐，彼此间思想的转换与交流似乎比思想本身更为重要，线条艺术便包含了主题的现实。
”同时，他又认为：“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诗，永远是企图向着这一纯理想状态接近的努力。
”“纯诗只是处在无限中的一种极限，是语言美的强力的一种理想⋯⋯但它却是向着纯粹作品迈进的
一个重要方向。
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有的诗都趋向成为某种绝对的诗。
”可见，瓦雷里的纯诗理论大体包涵：一，纯诗是完全排除非诗成分的作品，“任何散文的东西都不
再与之沾边”。
二，纯诗是“音乐化”了的“与梦境很相似”的“诗的世界”。
三，诗是依赖语言而呈现的。
“在创造一个诗意的世界的诸多方式中，在将其再创造、丰富的方式中最古老的、可能也是最受尊崇
，但也是最复杂、最难以利用的方式便是语言。
”而“语言的实际和实践部分、逻辑习惯与逻辑形式，语汇间的混杂与非理性⋯⋯的冲突，使得这种
绝对的诗的创造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所谓诗，实际上是用摆脱了词语的物质属性的纯诗片断而构成的。
”四，纯诗观念对于诗美的创造和再创造都具有很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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