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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年的诗歌来说，繁多的诗歌现象以及

处于频繁变动之中的诗歌现场使得任何言之凿凿

的定论和总结都不可能是周全和完备的，但是一

个显豁的事实则是诗歌写作美学及其生产和传播

形态以及多样化的文化功能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

能性。诗人的写作身份越来越呈现出非专业化的

特征，诗歌介入社会以及大众参与诗歌的程度不

断加强，诗歌不再单单是密室独语和精英隐喻的

产物。与此同时，多样态的诗歌观念和写作实践

的互动又呈现出介入感和及物状态的广阔社会空

间，以及差异性现实的精神想象力和修辞能力。

旧体诗词的创作也出现较为繁荣的局面，创作人

数众多，诗词刊物和传播渠道日益拓展，诗人越来

越关注用传统的诗词形式表达丰富的现实经验和

广阔的时代感受。

开放性的对话结构

谈论2018年度的诗歌创作以及种种现象，给

人印象最深的仍然是诗歌的活动化、传播的日常

化、公众化和电子化、诗集出版的多元渠道以及体

量庞大的诗歌创作人口和诗歌产量。从民刊、传

统纸媒、正式出版物到网络论坛、博客、微博以及

微信，其变化和衍生足以超出人们的想象，而诗歌

内部的分蘖以及功能在媒介革命中的变化也几乎

是前所未有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网络和新媒体平台上

首发的诗歌产量（包括旧体诗词）一年内已接近一

亿首。涵括近千首诗作的《中国先锋诗歌年鉴：

2017卷》显然是以文本最大化和美学多样化的方

式展示和认定优秀的文本。然而以微信为代表的

新媒体诗歌平台由于缺乏必要的筛选、编辑机制，

很容易变成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大杂烩。值得

注意的是，曾经呈井喷状态的“微信读诗热”在

2018年出现了冷却和退潮现象，“为你读诗”两年

前其每期推送的阅读量基本都在10万以上，如今

常常只有一两万。日趋冷静和理性的阅读氛围正

在形成，但是也必须注意的是诗人和诗歌的双重

失范成为普遍现象。

与此同时，诗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对

话式的结构。频繁的诗歌活动以及新媒介的参与

使得诗歌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诗歌升温”、“诗

歌回暖”成为持续讨论的热点话题。诗歌与日常

生活、公共世界、社会文化空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诗歌文体的融合还是诗歌

的跨界传播，其跨学科、跨文体的对话能力是前所

未有而又有目共睹的。

诗歌的开放性还必然体现在诗歌的跨语际、

跨区域的交流和传播。诗歌译介在打开诗人眼界

的同时也使得现代汉语诗歌保持了一定的活力、

开放性、对话性和有效性。而“译介的现代性”和

“转译的现代性”直到今天都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诗

学难题，新诗如何能够达成个人性、本土性、汉语

性和世界性的融合显然还将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过

程。《广州文艺》2018年第11期推出李以亮、黄灿

然和舒丹丹关于诗歌翻译的三篇文章《翻译的年

轮——以诗歌翻译为例》《朝向更好的汉语——我

的翻译经验》《种子移植与审美再现——我的诗歌

翻译观与翻译策略的选择》，他们以各自的译介经

验谈到诗歌翻译的历史、跨语际书写的差异和互

文、文化背景、异质感、语言特质、诗体建设、现代

汉语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化等诸多重要问题和

现象。尤其是黄灿然谈到的“有目标地翻译”、“查

词典”、“利用互联网”、“查资料要有耐性”、“回到

上下文里思考”、“原作者引述错误”、“避免先入为

主”、“广泛阅读原著”、“修改的准则”、“朝向更好

的汉语”等10个方面的技术性和操作性问题对于

翻译者来说具有参照价值。

诗歌译介及其研究在2018年表现出持续的

热力。这是以诗歌为基点而辐射到文化、意识形

态和国家形象的“走出去”和“走进来”的跨语际、

跨文化、跨国别、跨民族的多元对话过程。这一过

程不仅与中国诗歌的译介及其影响和效果史有

关，又与中国对所谓的世界文学体系的想象、参

与、反应和评估有关。例如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

诗人蒂姆·柳本认为西川、翟永明和欧阳江河是中

国的“曼杰施塔姆一代”。

2018年的诗歌译介和研究大体分为以下几

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诗歌经典在外国的译

介，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以及少数民族诗歌在国外

的翻译，新的翻译模式比如“合作自译”现象，百年

视野下的诗歌对外翻译，对译介的媒介、途径、渠

道和形式的讨论，海外汉学家译介中国诗歌的情

况，翻译的现状、生态、新变以及出版市场，自译和

“以译代作”现象，翻译的技巧、语言问题和文化问

题，民族文学、文学传统、抗译性和交流性问题，译

介的多层次以及重心的转移等等。例如杨沁的

《诗歌回响在神奇的国度——印度现当代诗歌一

瞥》一文从底层的现实精神、斑斓的地域风貌、亲

密的人神关系、深邃的哲学思考、诗人与语言的深

刻联结等5个方面分析了当下的印度诗歌状况。

2018年度诗歌翻译中“磨铁诗歌译丛”以及

“蓝色东欧”、“巴别塔诗典系列”、“俄尔甫斯诗译

丛”等值得关注，代表性译本有《如果我忘了你，耶

路撒冷：阿米亥诗集》《灿烂的星，愿我像你那样坚

定——英美十四行诗选》《菲利普·拉金诗全集》

《杰克·吉尔伯特诗全集》《里尔克诗选》《希尼三十

年文选1971—2001》《消失的岛屿》（希尼）《卡斯

蒂利亚的田野：马查多诗选》《某晚当我外出散

步：奥登抒情诗选》《兰斯顿·休斯诗选》《一握

砂：石川啄木诗选》《一封谁见了都会怀念我的长

信：石川啄木诗歌集》《叶芝诗集（增订版）》《我

们生活的故事：马克·斯特兰德诗选》《我曾这样

寂寞生活：辛波斯卡诗选》《给所有昨日的诗》

（辛波斯卡）《所有亲我亲爱的人》（安妮·塞克斯

顿）《花与恶心：安德拉德诗选》《在寂静如语的

梦里：罗塞蒂诗选》《砌石与寒山诗》（加里·斯奈

德）《斧柄集》（加里·斯奈德）《奥麦罗斯》（沃尔科

特史诗）《两座城市》（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最美

自然诗集》（7册）《水中的音符》（济慈）《米沃什诗

集》（4册）《阿赫安托娃诗文集》《观察：玛丽安·摩

尔诗集》《我知道怎样去爱你：阿赫玛托娃诗歌精

选集》《灵魂访客：狄金森诗歌精选集》《大象：劳伦

斯诗集》《悄无声息的爱》（卡罗丽娜·伊莉卡）《寺

山修司少女诗集》。而王家新最新翻译的《没有英

雄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则在出版后受到了

业界一定的质疑和争论。

总体感、方向性与长诗创作

在诗歌活动化、媒介化成为常态的今天，诗人

如何写作、如何维持写作的难度和精神深度是常

说不衰的问题。

青年写作群体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青年诗

人已然成为文坛新的持续增长点。这既与其整体

性的写作面貌有关，又离不开各种平台的大力推

介。以“90后”和“0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诗歌和

校园诗歌被诸多刊物和传播平台着力推出，《诗

刊》《扬子江诗刊》《星星》《诗歌月刊》《江南诗》《汉

诗》等众多诗歌刊物以及《天涯》《大家》《山花》《长

江文艺》《西部》《作品》等综合性文学刊物纷纷推

出专栏和评论专辑。《我听见了时间——崛起的中

国90后诗人》（上下卷）《中国首部90后诗选》《中

国90后诗选》《贵州90后诗选》《中国大学生诗歌

年选》等相关诗选以及诗刊社的青春诗会和“新时

代与‘90后’诗歌”研讨会、《星星》的大学生诗歌

夏令营以及《中国诗歌》的“新发现”诗歌夏令营都

对青年群体的写作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对于正在生成、分蘖的“90后”诗歌我们能做

到的也许更多的就是群体性展示和个案分析。当

一代人以集体和集束型的方式展示的时候，其优

势在于整体性的庞大面影会越来越具体，但是随

之而来的是关于一代人对代表性诗人和标志性文

本的期待与焦虑。我们早已经听惯了一代又一代

人在高分贝中的“崛起”，但是一代人最终留下来

的只能是极少数的幸运者。质言之，无论是个体

风格还是整体景观，我们对“90后”诗歌并没有获

得足够完备的认识。对于前景和问题，对于优劣

短长，对于及时性的赞扬或者否定，都需要我们耐

下心来先读读他们的作品。

而一定程度上长诗可以作为一个时期诗歌创

作的综合性指标，尤其是在“个体诗歌”和碎片化

写作近乎失控的时代正需要重建诗歌的整体感和

方向性。2018年是长诗创作的丰收之年，比如代

表性的吉狄马加《大河——献给黄河》、于坚《沙

滩》《大象十章》、欧阳江河《宿墨与量子男孩》、雷

平阳《送流水》《吴哥窟游记》《图书馆路上的遗产》

《湖畔诗章》、叶舟《敦煌纪》、胡弦《沉香》、海男《幻

生书》、沈苇《德清散章》、梁晓明《卧龙岗》、王家新

《安魂曲》、王单单《镇雄诗篇》、蒋浩《喜剧》、沉河

《黄梅诗意》、谷禾《白纸黑字》、龚学敏《三星堆》、

江雪《小镇诗人》、郑小琼《水湾》、黑陶《在阁楼独

听万物密语——布鲁诺舒尔茨诗篇》、吕约《外公

的诊所》、金铃子《立春书》、冰逸《废墟的十二种哲

学》、李郁葱《潴野泽》、任白《情诗与备忘录》、吴春

山《灵魂笔记》、三子《堪舆师之诗》等等。

关于长诗写作的问题，《扬子江诗刊》2018年

第1期刊发霍俊明、沈浩波、颜炼军和王士强关于

当代长诗创作及文体的对谈《“当代”长诗：现象、

幻觉、可能性及危机》。《作家》第10期发表欧阳江

河的《宿墨与量子男孩》（共计25节）。在科技炸

裂以及人工智能化的AI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

现实结构甚至包括未来都发生着巨变，很多科幻

文学都试图对此做出个人化的想象和精神回应。

而在此过程中诗人却是整体缺席的。《宿墨与量子

男孩》处理的是近乎抽象的“科学”命题，而诗人对

此完成精神对位并不断深入探问的过程体现了一

个当下诗人介入现实的能力以及对未来时间和可

能的想象力和理解力。与此同时，这首枝蔓纵生

的长诗即使对于专业读者来说也是一次不小的挑

战。陈亚平从历史序列、语言特质和内部构成等

方面的阐释给予该诗高度评价，“根据诗人思想和

诗化彼此混合的模型，作品中大量使用片段性、空

间化的板块型句群、不流畅性、极端古汉语、自创

气韵、语音和节奏不对称、追求事物瞬间印象、语

境和词境飘忽朦胧的技术形式，表现处处互不相

连又相隔很近，但结构上没有后现代主义的整体

碎片性，也没有新古典派的逻辑诗意。”（《新一代

长诗：诗化和思艺的古今相接——欧阳江河后期

诗歌的深层重构》）

新诗的得失与前景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历史证

明诗歌越来越成熟和多元化了，也逐渐形成了属

于中国现代诗自身特有的传统和文化属性，其影

响力、公信力也在逐渐增强。

学界和媒体对新时期诗歌的回顾、研讨和总

结成为持续的热点，比如“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

《今天四十年》（北岛、鄂复明编选）纪念文集发布

会、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四川大

学成立的“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则以资料的

形式见证了百年新诗的历史以及当下诗歌的整

体成就。从诗歌史叙事的角度来看，谢冕耗费10

年心血撰写完成的《中国新诗史略》以及张桃洲的

《中国当代诗歌简史（1968—2003）》具有代表

性。《诗刊》《扬子江》《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

《诗潮》《诗林》等专业诗歌期刊展示新时期以来

40年的诗歌成就，推出大量的相关诗作和评论文

章。2018年也是穆旦诞辰100周年，中国人民大

学等主持了相关活动，其中谈论最多的是现代性、

中国性、译介、本土经验和原创力等问题。这些问

题并不只是针对穆旦和过去时的诗歌，而是对当

下的诗歌写作具有同样重要的指涉性。

诗歌的接受和评价涉及到美学标准、现实标

准、历史标准和文学史标准，甚至还包括了所谓的

“世界诗歌”的标准。1990年汉学家宇文所安发

表了在后来影响甚深的《什么是世界诗歌？》，在他

看来包括北岛在内的当代诗人都在一种想象中的

“读者”（比如“世界读者”“未来读者”“瑞典读者”）

和“世界诗歌”的途中，使得诗歌的语言、意象、修

辞、写法以及想象方式都不断向“可译”的“世界诗

歌”靠拢，从而使得诗歌的地方性、民族性受到很

大遮蔽。这涉及当代汉语诗歌形象以及合法性问

题（自然涉及新诗与古典诗学和外国诗歌传统的

关系问题），“现代性”“西方性”“中国性”“汉语性”

此后被反复讨论。余旸《文化帝国的语言》通过对

张枣“汉语性”概念的分析进而试图揭示这一概念

背后的文化身份焦虑和思想背景，“中国当代诗歌

最多是一种迟到的用中文写作的西方后现代诗

歌，它既无独创性和尖端，又没有能生成精神和想

象力的卓然自足的语言原本，也就是说它缺乏丰

盈的汉语性，或曰：它缺乏诗。”（张枣《朝向语言风

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诗歌结构

和写者姿态》）当代汉语诗人也不断试图找回汉语

的自信。

较之已经固化和经典化的古诗词的评价体系

（西川《唐诗的读法》一书为重新解读唐诗提供了

新的视角和方法，对《全唐诗》、随身卷子与进士文

化、偈颂与非主流诗歌、儒家道统与杜甫和韩愈、

唐代诗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写作现场、古人对唐人

写作的描述进行了解读），新诗的标准和评价则是

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系统和不稳定的动态结构。

正是这种复杂和不稳定性使得新诗的评价一直缺

乏最大化的共识，而往往是歧义纷生、争论不止。

每年的诗歌排行榜和选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在

读者中争得共识，而是扩大了诗歌美学的差异性，

这也可以视为新诗写作的诸多可能性，当然这种

差异性和可能性对读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中国

好诗”（第四季）、“中国桂冠诗丛”（第二辑）、“第34

届青春诗会诗丛”、“东大陆青年诗丛”、“漂移丛

书”以及《天天诗历》《阳光打在地上——北大当代

诗选1978—2018》《有声诗歌三百首》《中国当代

诗选》《20世纪中国百名诗人作品集》《中国先锋诗

歌：“北回归线”三十年》《一首诗的诞生》《新世纪诗

典》《山湖集》《新世纪先锋诗人三十三家》《2007—

2017中国诗歌版图》《中国乡村诗选编》等都试图

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和总结当下整体的诗歌创作。

陈仲义的《现代诗：接受响应论》则针对新诗的接

受困境和难度进行了问题化的澄清，对新诗接受

的特异性、开放性、有界性进行了深度论述。

目前新诗的体式和形式已是非常多元和复

杂，这对于读者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比如一般意义

上的抒情诗、小诗、主题性组诗、长诗、长篇叙事

诗、诗剧、剧诗（舞台诗）、广场朗诵诗、政治抒情

诗、广播诗、散文诗，比如双行体、八行体、新绝句、

截句（四行之内）、歌谣体、民歌体、自由体、格律

体、新格律体、儿童诗等等。尤其是近年来新疆地

区的木卡姆诗歌创作，西北地区受花儿民歌文化

以及古波斯诗歌文化影响的创作。

而如何理解和评价以及总结新诗的得失、新

诗与传统、诗歌观念以及阅读的懂与不懂、诗歌的

大众化和精英化、诗歌的散文化和音乐性成为被

重新讨论的话题。整体社会文化系统与诗歌发展

之间的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是显豁的事实，比如

后工业文化、城市文化、后现代文化、消费文化、地

方文化、跨语际文化、译介文化、全球文化、媒介文

化、公共空间文化对诗歌整体生态乃至新变的种

种影响。在复杂的文化系统中诗歌存在的问题也

不容回避。

无论是从个人精神生活还是从时代整体性的

公共现实而言，诗人都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

者和自言自语者。谢冕认为诗歌在大众化的程度

上仍然存在不足，“对当前诗歌总体评价我和大众

一样，诗歌界不能提供大众心中的诗歌，大众失

望，我有同感。诗歌界认为新潮就是好，一味读不

懂就是好，诗人们互相吹捧，像皇帝的新衣，大众

读不懂，这就是潮流、时尚。我不听这一套，大众

有大众的道理。”（《新诗与时代同行》）小海在评

价吕德安诗歌的音乐性时（《胸前扎着野花的诗

人——从古典诗歌中的民间传统到当代诗歌中

吕德安的创作》）谈到了古典诗歌中的民间传统

（包括民歌、谣曲）以及民歌对当代诗人的一些影

响，也强调更多的写作实践证明现代诗的音乐性

（音调）越来越内在化。于坚《在金华谈艾青》强

调诗歌的碎片化和小品化削弱了“群”的功能，

“今天的中国诗歌为什么如此孤立，我觉得最根

本的原因就是不群，越来越成为自恋者们的修辞

游戏。碎片化就是物化，物就是彼此孤立不亲、

不仁的碎片。碎片化的结果就是诗的小品化，诗

不招魂，不群，它只是小品，修辞小游戏，小聪明。

艾青的诗，到今天，还是有一种被团结、召唤的号

召力。”

结 语

关于这一年来的诗歌综述差不多是浮光掠影

式的，而诗歌的可能性、广阔的前景以及历史教训

都值得我们不断重视和讨论下去。“进行时”当中

的新诗必然处于不断地纠正和调校的过程，人们

对新诗的批评、不满，应该和理解、宽容比肩而

行，而诗人也应该躬身自省、砥砺前行。诗人为

自己的理想世界和精神净土效忠，诗人和现实以

及社会的关系也应该处于开放的互动结构之

中。尤其是在诗歌越来越碎片化的情势下诗坛

所需要的正是总体性、方向感的具有穿透时空的

精神膂力的写作。任何一个时代都在严格地筛

选着诗人，诗人也在自己的时代创造了精神生活

和想象性的世界。

20182018年诗歌年诗歌：：新观察新观察··年度综述年度综述 20182018 年年，，诗歌写作美学及其生诗歌写作美学及其生
产和传播形态以及多样化的文化功产和传播形态以及多样化的文化功
能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能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与此与此
同时同时，，多样态的诗歌观念和写作实多样态的诗歌观念和写作实
践的互动又呈现出介入感和及物状践的互动又呈现出介入感和及物状
态的广阔社会空间态的广阔社会空间，，以及差异性现以及差异性现
实的精神想象力和修辞能力实的精神想象力和修辞能力。。

在诗歌越来越碎片化的情势下在诗歌越来越碎片化的情势下
诗坛所需要的正是总体性诗坛所需要的正是总体性、、方向感方向感
的具有穿透时空的精神膂力的写的具有穿透时空的精神膂力的写
作作。。任何一个时代都在严格地筛选任何一个时代都在严格地筛选
着诗人着诗人，，诗人也在自己的时代创造诗人也在自己的时代创造
了精神生活和想象性的世界了精神生活和想象性的世界。。

“

广 告

2019年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为了迎接这一大喜日子，中国电影文学学会、
《中国作家》杂志社、英雄儿女文化有限公司合
作，携手启动第一届“英雄儿女杯”电影剧本征
文活动，旨在以征文活动庆祝共和国70华诞。

征文主题：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宏大历
史为背景，体现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我国各族人民为中华崛起、民族复兴做出的
伟大贡献为主题进行创作，以此推进英雄文
化宣传，推崇英雄精神，弘扬正能量。

剧本要求：应征电影文学剧本须在4-6
万字，同时征集微电影剧本。

征文时间：自 2019年 1月至 2019年 9
月，入选作品将在《中国作家·影视》版选发，
每期将刊发4-6部电影文学剧本（含微电影
剧本）。

征文评定：征文评定时间在2019年9月。
定于2019年9月在北京举行征文发布会。

本次活动所有征集作品将经过评审组委
会初评，选出 30部作品入围“剧本创投单
元”；经过评审委员会复评后，最终选出10部

优秀扶持鼓励作品。
征文奖励：
（1）一等鼓励奖：1名，奖金人民币30万元
（2）二等鼓励奖：2名，奖金各为人民币

10万元
（3）三等鼓励奖：7名，奖金各为人民币3

万元
指定邮箱：征文投稿设立指定邮箱：zg-

dywxxh@163.com
据悉，组委会将组织推送征文平台，在征

文发布会期间，邀请相关网络和影视公司，现
场推送相关电影剧本。

征文办公室设在《中国作家·影视》版。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中国作家》杂志社、

英雄儿女文化有限公司签订了五年期合作协
议，今后每年将举行一次主题征文活动，欢迎
社会各界有志于电影剧本创作者踊跃投稿。

建国70周年“英雄儿女杯”电影剧本征
文办公室

2019年1月28日

第一届“英雄儿女杯”电影剧本征文活动启事 《中国作家书系》
图书出版征稿
由南京远东书局组编的《中国作家

书系》《当代艺术家图集》等系列图书，以
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辑
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家谱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
可出版。国内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号，图书出版后可在国
家新闻出版总局相关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戚若愚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
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社三审后一个月内出版。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国内有关报刊发布书
讯。作者也可委托本书局代办发行。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多年来，南京远东书
局代为出版的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质量有口皆碑。图书
出版后，可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品者请联系：
210022，南京市秦淮区白下科技园永智路6号A座308

室，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信箱：yd368@126.com 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 5210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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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二期要目

新锐 牛利利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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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猫的诗 …………… 张 猫

桂鱼的诗 …………… 桂 鱼

王天杰的诗 ………… 王天杰

岛上的宋阿曼 ……… 崔 君

代号崔君 …………… 宋阿曼

田字形的人——读黄咏梅小说

………………… 汪广松

新生代军旅文学的“突围”

…… 栏目主持：杨庆祥

拥抱虚无：魔法、空剧场与无人

之境——与奥古斯托·卡瑞的对谈

…… 采访、翻译：曾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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