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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浙江新诗， 反思百年辙迹

———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俊杰

中国新诗迄今走过了整整 １００ 年的旅程， 百年中国诗歌履历中， 既包含了无穷的文化创造性， 又引

发了许多论争。 为更好地反思百年新诗传统， 促进新诗健康发展， 弘扬浙江文化精神， ５ 月 １３ 日， 由

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浙江传媒学院联合主办、 桐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协办、 浙江传媒学

院文学院承办的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浙江百年新诗反思学术研讨会在浙江传媒

学院文学院召开。
浙江传媒学院副校长姚争、 浙江省社科联学会处处长王三炼、 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吴

秀明、 上海交通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夏中义、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殷国明、 桐乡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吴利民、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院长张邦卫、 文学院分党委书记徐洲赤、 副院长赵思

运以及全省专家、 学者、 诗人、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师共七十多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就 “百

年中国新诗反思”、 “百年新诗视野下的浙江诗歌”、 “木心诗歌研究” 和 “新诗教育研究” 等多个议题

作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一、 整体性的回望与思考： 百年中国新诗反思

面对文学多样化趋势， 浙江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吴秀明 （浙江大学） 就当代文学的历史性问题

提出建议。 结合当下诗歌考察， 他对退回到内心世界、 强调纯文学方向的可行性提出质疑， 反思新诗

走向异质空间 “异托邦” 的可能， 并以现代民主开放的思维理念和学术立场， 重新审视朦胧诗讨论中

“反对者” 的声音及其合理性， 希望以弹性豁达的姿态， 将包括朦胧诗在内的当代文学放入历史长时段

中， 用更开阔、 更富有纵深感的学术眼光进行评判。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不欣赏朦胧诗 “反对者” 的

声音， 但应尊重他们， 将其摆在与朦胧诗 “欢呼者” 平等地位进行探讨， 允许发声， 它是 “历史化”
而不是 “道德化” 的评价。 这在当代文学学科已近七十年历史， 不再那么 “年轻” 的今天， 尤有必要。

百年中国新诗反思， 最引人瞩目的是旧体诗问题， 是否入史， 价值几何的追问方兴未艾。 夏中义

（上海交通大学） 先生首先通过近年来对当代文学旧体诗词入史问题的研究， 指出当代文学进程中的

“一体化” 泯灭了个人经验独特性和艺术独创性， 从而指出当代文学另一种难能可贵的方向， 即旧体诗

潜写作， 并且以陈寅恪、 聂绀弩和王辛笛的旧体诗创作为例， 探讨其如何在苦难中安顿个体人格尊严，
保存风骨， 体现文学韧性。 重新审视新诗百年来的反向坐标 “旧体诗”， 体现了学术视野的进化和发

展。 ２１ 世纪以来， 这一层面的问题得以正视， 正由于如钱理群、 夏中义等多位前贤的倡导， 文学史逐

步跳出 “新” “旧” 对峙的传统格局， 走向更宏阔的学术视野。
殷国明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则在另一层面重新审视百年中国新诗， 他提出百年新诗是被过度阐

释的 “早产儿”。 他揭示了新诗先天基础的羸弱和短暂孕育的不良， 提出其未来可能性， 即满足人们诗

意生活的要求。 这一视野强调诗与 “日常性” 关系的重要命题， 为新诗在阐释过程中的不堪重负进行

“松绑”。 回归日常逻辑， 把新诗当作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既是百年中国新诗值得反思的命题。
南志刚 （宁波大学） 教授以 “朦胧诗的文学史叙述问题” 为题展开反思， 并通过文本细读三首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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胧诗展开论述， 结合史料， 追本溯源。 他提出， 朦胧诗作为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学事项， 在通行的文学

史中一直充当着 “反叛” 者的形象， 从而割裂了朦胧诗与文革时期社会语境、 文革文学的复杂联系，
进而切割了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时期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左翼文学的联系， 而直接将

“接续” 的目标对准五四文学， 很大程度上造成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文学成为现代文学叙述视阈中的中国当

代文学。
子张 （张欣） （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则以一种独特的姿态进行了更为深入的 “反思”。 他强调了更

为丰富的历史细节和更为准确的文化描述对于新诗讲述的重要性。 他提出， 所谓 “浙江诗人” 这一称

谓的定义究竟以籍贯还是以文学活动展开地还是其他， 本身就需要详细考辨， 借由这一看似 “狭小”
的问题， 导向一个更为宏阔的命题： 学术之真伪。 范家进 （浙江工商大学） 教授通过列举时事热点，
从余秀华到范雨素， 谈及草根诗人作家的文化意义。 伴随媒体的助力和普遍的文化心态的利用， ２０ 世

纪末出现了一批所谓的 “草根诗人” 或曰 “底层写作”， 这一批创作者的文学价值始终悬而未决， 文学

史地位也忽隐忽现， 范教授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经验， 提出应正视和研究这一类诗歌。 这种将舆论

中的诗歌热点充分学术化的思路， 是对最新脉象的捕捉， 体现了反思之中的展望。
金进 （浙江大学） 研究员主要进行了对华语新诗的跨区域研究， 通过对上世纪的一批马华诗人作

品的考察， 站在域外的独特角度扩张了新诗研究的地理空间， 他提供的诸多材料让我们感受到， 域外

华文诗人与 ２０ 世纪中国本土诗人对话的可能， 这种对话将可能使我们对 “新诗” 的历史书写呈现出更

具 “世界性” 的意义。
赵卫东 （浙江科技学院） 教授则是从一则具体的案例出发， 进行百年新诗形式层面的重要问题探

讨。 他借助朱湘的 《采莲曲》， 探讨其节奏问题， 并以此推及新诗中的节奏与分行问题， 提出诗歌的节

奏是由外在节奏———诗人的情绪节奏以及诗行诗韵相结合的产物， 诗歌即内外节奏的相遇。 这是从最

令人忽略的小问题， 进入到整体性把握百年新诗形式特征大问题的一次具体实践。 这也引发了与会学

者诸多关于新诗音乐性问题的讨论。
最后， 张晓玥 （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通过 《诗与史的融汇———读子张 〈历史·生命·诗〉 》 的主

题发言， 进一步探讨了历史和生命、 诗之间的多重关联。 以研究之研究的独特学术沉思， 讨论了百年

新诗学术范式的演进。
在整体性的回望与思考中， 蕴含着我们对百年新诗的既有观念、 叙述范式、 研究理路和视野格局的

整体性期待。

二、 地域性的观照与研究： 百年新诗视野下的浙江诗歌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百年新诗， 既包含整体性的文化特征， 又有其独特的地域性文化。 新文学的半

壁江山， 是由浙籍文人构筑的， 作为文化输出大省， 浙江的诗歌创作中包含的地域性特征令人瞩目。
余连祥 （湖州师范学院） 教授首先从周作人 《儿童诗杂事诗》 与丰子恺漫画的 “语图” 关系入

手， 着重分析了丰子恺在忠实原著的原则上对周作人诗歌的二度创作。 浙籍文人丰子恺与周作人在创

作之中熔铸了既趋同又各异的典型江南文化想象方式， 对此进行比照分析， 将不断为民国文化中的

“江南” 形象找到诗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孙良好 （温州大学） 教授谈及了对诗和歌的体认， 他编选了 《中国现代歌诗精选 １００ 首》， 撰写了

《漫说中国现代歌诗》， 以李叔同、 刘半农、 胡适、 赵元任等创作的 “歌诗” 探讨诗与歌的互动， 为文

学史和诗歌诗史写作注入了新的理念。 庄伟杰 （越秀外国语学院） 教授提出， 经典文本离不开 “怎么

写” 和 “写什么” 这两个话题。 他提出 “地理空间拓展与当代诗歌写作” 的重要问题。 他认为重新审

视如穆旦等的诗歌， 非诗意性语言应当受到重视。 他提出诗学视域中的 “海洋” 观念的价值， 这让人

不得不缅想 ２０ 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与海洋文明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也让人回望浙籍知识分子具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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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格的文化表达及其与具体文化地理形态的密切联系。
左怀建 （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从艾青晚期诗歌中的异域都市想象谈到民族文化的发展。 他认为：

“艾青终其一生是一个具有鲜明现代主义倾向的左翼诗人。” 其诗歌创作显示了艾青作为一个现代都市

诗人其文化审美路向的复杂和多元。 这些诗歌合起来构成西方现代文明史的一个缩影。 他借由艾青关

于 “巴黎” 的异域想象， 理解了农民之子艾青的知识左翼立场， 展示了地域文化之中投射的精神性追

求。 卓光平 （绍兴文理学院） 揭示了当代诗人对鲁迅接受的惨淡现状。 他认为， 鲁迅也是人， 不必圣

化， 更不可感性地一度否定； 最理想的办法是继承鲁迅， 如 《野草》 打破诗歌的规范， 挖掘深层的悖

论和体验。
百年新诗的研究与地域性文化的关系， 迄今仍是值得深耕的学术沃土。 诗歌研究与历史、 地理、 政

治等实事相关的综合性考察， 应成为学术自觉。 一方面， 地域性的考察包含了中国传统以来的 “天人

合一” 的文化理想， 地域自然因素与文化气质和风格有一种粗糙的因果联系， 它构建了具有古典文化

色彩的地域文化阐释方式， 但往往使一些研究进入某种大而化之的感受性路径。 现代以来的学术理路

之中， 崭新的思想资源中现代知识体系构建了文明与地理的新研究体系， 梁启超以降， 地域文化以更

为精细的展示方式出现在学术界面前， 政治历史、 文学学术、 地理风俗、 军事格局与地域的关系， 以

及这些关系缔结的具体的历史情态和语境， 值得在探讨新诗审美情趣的同时， 更突出其中包含的实证

性因素的兴味。 这样， 地域文化之中包裹的诗与史跨越式对话的张力， 或可得以呈现。

三、 个案的挖掘与辨析： 木心诗歌研究

以木心诗歌为中心进行专题研讨， 既是回应社会热点， 同时也是将热点纳入学术尺度之中丈量。 木

心现阶段产生的社会影响力错综复杂， 一方面， 他被看作最具世界性的中国诗人， 另一方面， 他本人

文化叙述中的 “乡愁” 又反复感染读者； 一方面， 他是媒体渲染下的 “诗人中的诗人”， 其创作的社会

影响力极大， 另一方面， 他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往往呈现两极分化。
任少云 （海宁文联） 通过 “论诗性生活的现实意义” 指出诗意人生、 诗意生活的重要意义。 他认

为良性社会将为保存诗人尊严， 维护诗歌环境， 最终诗意栖居提供保障。 这事实上在精神深处指向了

木心的文学创作。 木心诗歌艺术中， 最为昂扬的力量， 即对个体尊严和文化尊严的坚守。 王芳 （浙江

工商大学） 则从辛迪的诗歌中的 “知识分子形象的意向考察” 切入， 结合辛迪作品， 讨论现下知识分

子如何安顿自己， 安顿心灵。 借此谈及木心诗歌中的 “安魂” 力量， 并且讨论了知识分子个人境遇与

诗歌创作的复杂关系。
曾莹 （浙江传媒学院） 以 “木心小说的跨境之旅” 进入木心文学创作中特殊的美学追求， 从音韵、

图像及节奏等诸多问题进入到木心文学创作之中， 以细致的文本分析进入木心文学研究， 事实上是理

解木心的不二法门。 宗培玉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以 《九月初九》 为例探讨了 “木心的精神密码” 的

话题， 侧重于木心作品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木心诗歌创作的读解极依赖于文本细读。 不断值得我

们进一步追问的是， 何种层面的文本细读， 才能导向那些与木心相关或者与中国文学相关的 “问题”，
文本解读的最终归属又在哪里。

李俊杰 （浙江传媒学院） 指出， 木心诗歌需放置在 “百年新诗传统” 这一坐标中解读， 不能因其

文学创作表象中呈现的某种风格化特征而忽视其本土文化传统的面向， 他指出 “五四” 是木心文化的

根。 理解木心的诗歌， 一方面要通过 ２０ 世纪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木心个人遭遇来探查， 另一方面还

是要回归到他自己的叙述中去， 通过 《文学回忆录》 的探究， 或许会对木心的诗歌观念、 艺术主张乃

至人生哲学有更为恰当的理解。
赵思运 （浙江传媒学院） 教授从杨衒之的 《洛阳伽蓝记》 谈到木心的 《洛阳伽蓝赋》， 以发生学

方法， 揭示了木心在这件作品中潜藏的灵魂密码， 如他的艺术情结、 诗人角色的自珍、 去国忧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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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研究展示了如何从文本的细节走向历史的细节， 在对一首诗歌进行解码的过程中， 呈现出超越文

本意义的精神内涵。 这一具体文本分析解密过程， 展示了木心诗歌研究的一种方法， 体现了鲜明的问

题意识， 引发了热烈反响。
木心及其诗歌的研究是浙江学人应尽的义务， 在会议最后， 会长吴秀明对这一问题提出重要关切，

他提出， 学会将为各位学者进行有关研究提供更充足的学术资源保障。 如何逐步解开木心诗歌艺术的

“密码”， 如何为百年以来的每一位中国诗人寻找一个恰当的位置， 也是这个话题的应有之意。

四、 热点的透视与探查： 新诗教育研究

通过文学教育研究视角来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 在中国学界引发过持续的关注。 新诗教育作为近

年来研究的热点， 在本次会议中也被充分讨论。
陈小亮 （宁波工程学院） 以叶维廉为中心， 探讨其诗歌研究中的 “中国性”， 肯定其对中国诗歌语

言的新发现。 叶维廉作为学院派的诗学家， 兼具理论和创作的双重身份， 从 “传道” 这一角度来看，
他为中国文学理论、 美学、 诗歌艺术等多方面提供了文化资源。 清理叶维廉资源， 同样是新诗教育研

究的一个面向。 雷水莲 （丽水学院） 追忆起数年前在浙江大学访学时萌发了研读孙大雨作品的想法。
不同于平时接触较多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和闻一多， 孙大雨浓墨重彩又颇为粗鄙的文字， 在诗学上显

得与众不同。 孙大雨在新格律诗理论上的建树在翻译西方著作时充分展现， 别具一格， 并由此奏出

“新月” 诗派互补共生的多彩韵律。 刘树元 （湖州师范学院） 认为， 学者们应该允许新诗的幼稚， 就像

唐诗、 宋词在初创阶段良莠不齐， 并在教育之中加以阐释和讲解。 从个人教育经历中提出对学术问题

的具体感受， 从而引发学术问题， 体现了个人生命体验中 “教育” 经验与学术过程往往存在密不可分

的联系， 这也是探讨 ２０ 世纪中国诗人、 诗论家必须关注的命题。
陆孝峰 （湖州师范学院） 表达了她对北岛艺术地表达生活的方式的赞赏。 她指出， 诗歌本身就和

哲学、 宗教有关， 学者们应心怀虔诚， 把北岛作为一个诗人去理解。 诗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常读常新，
在一定范围内， 合理的解读都应被接纳， 涉及教育与解诗学的相关问题。 作为进入文学史的典型作家，
在教育过程中被塑造起来的那个北岛， 和现实之中那位诗人、 散文家、 西方诗歌译介者的北岛， 究竟

存在何种关系， 值得深思。 周敏 （嘉兴学院） 在论题 “如何教中文系学生读诗” 中强调， 在教学过程

中， 诗歌和散文都有一定教学难度。 他对诗歌一味走向内心而无所共通的现象持否定态度， 他强调教

育过程中诗歌呈现并不以艺术阐释为唯一的路径， 其中还包括对更复杂的历史语境、 个人心绪、 文化

生态等多方面的表述。 这一极具鲜明特色的论题， 从对文学性弥散的质疑说起， 足见张力。
新文学的发生、 成长与发展成熟的过程， 与文学教育密不可分。 校园情境不仅为文学活动提供了传

播空间， 同是也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主体， 诗歌教育是诗歌创作、 消费和诗歌知识生产的媒介。 新诗

借助高等教育， 使这一媒介不断扩大， 其历史意义不断凸显， 教育情境中的新诗创作、 讲述、 批评、
和学术研究又开拓了新诗的艺术高度和理论主张， 持续开拓艺术性探索和社会性意义。 与会者纷纷表

示， 这一具有学术生长型的话题值得持续研究。
本次会议的四个议题， 蕴含着浙江学人对百年新诗整体风貌、 地缘特征、 边缘诗人和热点动态的精

准把捉， 彰显了浙江学人对百年中国文化进程的热切关注， 此次会议的意义也在于此： 通过百年的契

机进行历史反思， 在回顾中展望未来。 本次研讨会推进了对这百年新诗发展历程的思考和认识， 为进

一步走向共识提供了交流的重要平台， 对新诗的创作、 研究和传播， 做出了应尽的努力。
（作者简介： 李俊杰， 文学博士，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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