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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教授所著的《40 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
（1978-2018）》近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
著主要以“文学历史现象”与“理论问题”相结合的视
角，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前二十年历史的
发展过程，景观式呈现了40年来中国新诗的演变历程
与特质，深刻揭示了当代诗歌发展、传播与社会历史语
境的多样关联，为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新诗发展
脉络及其美学特征开拓了新视野。

著者从文学史视域审视当代新诗思潮，宏观呈现
了1978年以来中国新诗的历史风貌。在新诗阶段划
分上，作者并未简单以世纪之交为节点进行笼统叙述，
而是将新时期中国新诗的发展分为“80年代诗歌”“90
年代诗歌”“世纪初10年诗歌”“新世纪第二个10年诗
歌”四个时期进行分析总结。在每一时期，充分考察新
诗与时代环境的紧密连接，择取代表性文学事件、思潮
深入探究，由此重返新诗发展的历史现场。例如第七
章以席慕蓉、汪国真两位诗人的市场效应为案例切入
20世纪90年代文学场域的研究，揭示“席慕蓉现象”

“汪国真现象”是当代诗歌迈入市场化时代的产物，深
刻反映了1990年代诗歌在“文学场”中生产、传播、评
价、接受等环节的运行逻辑。在锚定当代诗歌发展主
流动向与重要节点的同时，作者也始终秉持着对偏远
地区、少数民族新诗发展的关切，如第四章对青海、新
疆、陕甘等地区诗歌现象的总结凸显了中国新诗史上
别样的诗学风貌；第十章对吉狄马加、巴音博罗、冉冉
等少数民族诗人的分析，揭示了当代中国新诗更为广
阔的文化色彩。

该著以多元理论视角洞悉新时期诗歌现象，对近
40年中国新诗生态进行了一次学理性的回溯与省
思。作者关切“后革命”与“现代性”的理论意识贯穿了
全书的写作，以此作为鸟瞰当代新诗图景的重要理论
支撑。书中指出，1978年后中国诗歌逐渐走出革命时
代的激进状态，开始迈入现代化建设时期，“朦胧诗”

“第三代诗歌”等诗歌浪潮相继在不同维度为当代诗歌
注入现代意识。新世纪关于“底层写作”“道德伦理”等

命题的讨论本质上也是一种后革命话语资源的再生
产。40年来中国新诗在主题、语言及艺术手法等方面
的发展变革凸显出典型的“现代性”观念。将这两种理
论话语引入新诗历史的书写，将中国新诗的发展同时
代语境、社会现实、文艺生产机制等不同问题域更具体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衍生出新的理论话题与阐释
空间。例如，在《书写“身体”与身体的诗学》一文中，作
者指出，199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市场化”与“个人化”
的趋势愈发鲜明，“身体”成为新诗创作中不可忽视的
重要元素，进而将“身体写作”这一理论概念沉落到世
纪之交中国新诗衍变语境。因而，作者认为，分析新时
期诗歌“身体现象”应当突破20世纪90年代将“身体”
囿于女性写作的限制，认识到中国当代女性诗人极少
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审视“女性诗歌”，强调应纳入“双性
视角”进行综合分析。当下诗歌研究应警惕将“身体写
作”同“下半身写作”混淆，提倡研究者将“身体写作”与
诗性灵魂相结合，进而转化为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文学
意象”。

著者结合自身亲历当代诗歌现场的观察以及从事
新诗研究的学术思考，准确把握近40年来中国新诗发
展的主线、重要节点及推动其发展的内外因素，在此基
础上也为新诗创作与新诗研究提出了不少值得深思的
问题。例如，该书通过对新世纪“打工诗歌”“底层写
作”等概念及围绕其开展的批评范式的考察，发现“诗
歌道德伦理”这一命题值得进行更多维度的学术探讨，
与之关联的“理性”“艺术”如何并重的课题在后现代语
境下，萌生出了诸多理论增长点。再如，在《中国新诗
经典化问题论析》一文中，作者通过对现有研究资料的
整合，敏锐洞察到“新诗经典化”不仅是现代中国文学
经典问题的具体分支，其间还隐含着开拓新诗研究视
野的契机与文学史的焦虑。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于”如
何实现新诗经典化“这一课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从诗
歌研究者的角度，研究者应当具有发现经典的眼光、能
力，必须对新诗历史化有全面客观的认识，不断为新诗
经典化提供新的阐释空间。从诗歌创作者的角度，诗

人应当时刻保持自我提升和理想建构，坚持对真善美
的追求，坚守关于诗歌的道德伦理。在传播媒介维度，
社会各界应共同建构一种公共交流空间，推动诗歌的
良性传播，强化当代诗歌与现实的对话能力，鼓励支持
选本编写、诗歌创作交流会、诗歌评奖等活动开展。

对近40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言说具有一定难度：
一是当代诗歌的传播、发展与经典化仍处于一种“未完
成”的状态，相关文学现象仍有待于时间的沉淀。二是
信息化时代诗人与读者的价值观念、创作风格与知识
结构更新速度加快，新诗传播媒介更为发达，其间所指
涉的种种理论问题也更为复杂多元。然而，该著作的意
义也恰在于这种“行进中思索”的担当。著者以宏观的
文学史视域生动地描绘了1978年以来中国新诗40年
的发展景况，系统深入考察新时期中国诗歌本体发展
及外在阐释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为当代诗歌创作
与诗歌研究拓展新的范式。可以说，《40年来中国新诗
的发展（1978-2018）》为当代中国新诗与时代的对话
提供了一份鲜活的存证，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可资
借鉴的导引，是一部拓展了当代新诗研究的学术著作。

（王泽龙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仁志系华
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行进中思索在行进中思索，，在发展中对话在发展中对话
——评张立群《40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

□王泽龙 黄仁志

袁行霈先生曾在《中国文学概论》中指出：“中国文
学的研究，除了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以及
文体的描述外，还有一个被忽视了的重要方面，就是地
域研究。”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重写文学史声浪的
兴起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区域意识的增强，

“区域”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开始进入到文学研究
领域，随后陆续出现了一批区域文学史著述，代表性的
成果有王文英主编的《上海现代文学史》、王岗的《北京
文学史》、陈庆元的《福建文学发展史》、崔洪勋等主编
的《山西文学史》、王嘉良主编的《浙江20世纪文学
史》、王齐洲等著的《湖北文学史》、陈书良主编的《湖南
文学史》等。李洪华新近出版的《江西当代文学史
（1978-2018）》是近年来区域文学史书写的新收获，
对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间的江西文学发展历程和创作

状貌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梳理论述。
文学史叙述的是文学的发展进程，作家作品是文

学史叙述的中心。《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2018）》首
先在历时性层面论述了近40年来江西文学的发展历
程和总体状况。著者认为，近40年来，江西文学经历
了80年代的崛起、90年代的发展和新世纪以来的繁
荣。江西小说创作呈现出“两峰并峙”和“千山竞秀”的
独特风景，在革命历史小说和乡土小说创作方面取得
了突出成就，产生了全国性影响。江西散文创作在对
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中，呈现了赣鄱大地
的丰饶与瑰丽，接续了古代江西散文的辉煌传统，打造
了新时代的“江西散文现象”。江西诗歌创作在全国性
诗歌潮流“退却”的文化语境中“逆势”而上，形成了“江
西诗群”的崛起态势。江西纪实文学和儿童文学在丰
富驳杂的时代语境中繁荣发展，彰显了作家的主体意
识和审美自觉。江西虽然地处中部内陆，但网络文学
异军突起，从PC网络时代到IP时期，网络作家队伍实
力强劲，创作成绩斐然。《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
2018）》在共时性层面，按文体分类论述了近40年来
江西代表性作家的创作，其中既有李耕、杨佩瑾、陈世
旭、胡平、胡辛、刘华、罗旋、熊正良、李伯勇等老一辈作
家的创作，也有江子、李晓君、阿袁、傅菲、陈蔚文、范晓
波、程维、樊健军、林莉等一批笔力正健的青年作家的
创作，还有方想、安以陌、浪漫烟灰、阿彩、纯情犀利哥、
净无痕、慕容湮儿等网络作家的创作，整体上呈现了丰
富而生动的江西当代文学景观，彰显了江西当代文学
的质感，拓展了区域文学史的书写空间。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江西当代文学独特价值意
义是该著作的突出特色。一方水土，一方人文，不同区

域的地理物候产生不同的文人性情和文章风格。严家
炎认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
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
环境的种种因素，而且越到后来，人文或文化因素所起
的作用越大。著者将江西文学置于中国文学的整体视
域下进行考察，认为近现代以来，江西文学逐渐变得迟
滞和保守，在一定程度上黯淡于其他地域文学。同时，
作品又从地域的角度进入江西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
提出近40年来，江西作家始终以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
鲜明的人道情怀立足历史，扎根大地，从火热的革命历
史斗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和鲜活的社会现实生活
中发掘题材源泉，汲取创作灵感，塑造艺术个性，为繁
荣发展的中国当代文学奉献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江西
风景”。

文学史著述是一件浩大的工程，需要具备修史的
学识和才华。大多数文学史著述通常由一人或几人主
编，多人分工合作完成。这样的文学史著述虽然结构
完备，但却水准参差、风格不一，最后导致“远近高低各
不同”的结果也在情理之中。《江西当代文学史（1978-
2018）》凡35万字，是李洪华以一己之力独著而成。
自2002年以来，他始终以在场者、观察者和评论者的
身份，关注身边的赣鄱文学风景，见证江西当代文学的
发展历程。史著中蕴含了作者对本土文学的眷眷之
情，既不乏学院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又彰显了文学评
论家的职责担当。该书对近40年来的江西本土文学
进行回顾和瞻望，是一部“直面当下、瞻望未来的文学
史”，以生动活泼的评论话语风格贯穿始终，也是一部

“有质感、有温度的文学史”。
（作者系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文学史书写的文学史书写的““质感质感””与与““温度温度””
——评李洪华《江西当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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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娟、张淑云、罗莹钰合著的《中华文化认同与
传承的女性书写》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
女性文学的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研究”的终期成果。
该书填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整体综合研究中的女性
书写的空白，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更加完善。自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马学良先生的倡导下，由马学
良、梁庭望、张公瑾、杨敏悦、吴重阳、关纪新、赵志忠等
开辟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整体综合研究的新径，先后
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
论》等整体性研究著作，《中国民族文学研究60年》《中
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等断代整体综合研究，《中国
少数民族诗歌史》等少数民族诗歌综合研究，《中国各
民族人类起源神话母题研究》等中国神话研究，还有小
说、戏剧、散文等体裁史研究。俯瞰以上所列，独缺少
数民族女性文学总体综合研究。妇女在社会结构中占

“半边天”，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对妇女的书写及
其对这一书写的研究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女性书写》在结构上独具
匠心，使女性文学的宏观和微观研究互相参照，用6个
民族作家的女性书写对相关理论作出生动解说。此书
参考和引用了翔实的文史资料，其中参阅的理论著作
115种、中文论文87篇、文学作品70部（篇），在论述过
程中不局限于“骏马奖”获奖作品，涉及到了广泛的中
外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为全书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
础。但要把这么多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按逻辑思维
论述，则需要下大功夫。上篇设立了五章，就少数民族
女性文学的中华文化认同而言，必须在理论上作出先
导。在绪论里，作者首先确定本书的主题、范围，论述
方法和主导思想。该书主要以现当代具有影响和代表
性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及其创作为研究对象。作者进而
归纳出主要研究方法，从国外到国内，从历史到现实，
从一般到经典，循序渐进展开论证。绪论系统阐明马
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的命运和在工
人运动中妇女解放的思想。书中引用恩格斯的经典理
论，即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之下“妻子成为主要的家
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认为这种“特定的经
济基础决定了妇女在私有制统治下必然处于不平等地
位”。恩格斯认为，“只有消除私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的
生产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女性的解放、人的解放
和社会的自由才会得到实现”。上述理论，被“马克思
主义者和信奉马克思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家奉为信
条”，“女性问题成为了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一个分支，进
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体系中”。

上述的经典理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落实
到具体实践和文学书写中？本书上篇设计了“中华文
化传统与女性历史”等五章，逻辑分明地细述少数民族
女性如何参与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有次序地抓住少
数民族女性文学特点、文化认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要
点，紧扣主题逐一阐明。关于女性文学的文化特征和
文化土壤，作者聚焦了她们所属族群的民族身份，这与
中华文化板块结构不谋而合。按中华文化四大板块结
构，中华文化以中原文化圈为核心，少数民族的北方森
林草原文化圈、西南高原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成

“ㄈ”型围绕在主流文化圈周围。在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理论基础上，作者选取了
器物来反映民族精神，比如刨工技艺、达斡尔族的勒勒车、煎饼花儿、丹砂崇拜、
玉器等。本书的笔尖既概括而又深入，归纳出北方民族女性文化的“粗犷豪迈”，
南方民族女性文化的“神奇秀美”，表现出女性学者的细腻和概括功力。

作者在充分挖掘各民族文化圈族群女性文化的特点之后，转入各民族文化
认同的研究。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四个文化圈互相之间以经济韧带、政治韧
带、文化韧带、血缘韧带将中华各民族紧密相连，使中国民族女性形成了许多共
性，例如勤劳、节俭、孝敬、亲友、睦邻等优秀品格。在本书第二章“文化认同与审
美观照”和第四章“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中，作者对民族女性的文化认同与文化
创新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在中华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本书正确地认识到儒家文
化的孝悌、仁义、忠恕等伦理价值，“对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决定性影
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于文学作品所写的日常生活中，塑造了各民
族妇女的价值观。作者分析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与国家
意识，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在反对外来侵略的生死存亡斗争中，各族同胞患难与
共、团结御辱的体现，是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过
程中不断强化，从而促使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更加牢固。本书还认为，少数民族
女性文学有多样的个性和反思精神，各族女性作家以各自的书写不断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使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实现了价值提升。

下篇微观阐述，选择了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回族、彝族、布依族六个民族
的女性文学，各抓住其特点分头阐述。各民族女性文学有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
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与寻根，一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融和。坚守指的是对不同
语族民族文化的基本传承，并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融合指的是部分民
族因农业文化与汉族相近，有的文化元素已经和汉族融合，从而使中华文化多元
一体，多姿多彩。

总的来说，《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女性书写》的面世很有意义。首先，促
进我们坚守正确导向，树立真正的男女平等思想，以便从思想上解决对妇女解
放的认识问题。其次，让我们回顾女性曾经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对她们表示
深深的敬佩。再次，正确认识女性的潜力，创造条件让她们和男子一样广泛参
与社会生活。对其中的先进分子、劳模、英雄人物给予扶持、褒奖，营造更加美
好的社会氛围。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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