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地”的诗歌研究
——谈蒋登科《文体意识与精神疆域》

□吉狄马加

蒋登科的《文体意识与精神疆域》一

书，收录了作者过去30年间一批重要的

诗歌评论文章。相信身边很多关注诗

歌、创作诗歌、研究诗歌的朋友，对此都

会有相同的感触。上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化程度

的日益加深、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水平的持续提升，中国诗歌的发展面临

着新的语境，也打开了新的格局。表面

上看，上世纪90年代以前那种思潮流派

风起云涌、诗歌新闻频繁爆炸的“热闹”

景象，似乎相对不那么多见了。但实际

上，诗歌与中国人生活的关联程度一直

在不断加深，优秀的诗人诗作层出不穷，

中国诗歌进入了稳定而持续的繁荣期。

《文体意识与精神疆域》一书给我留

下的第一个突出印象，就是鲜活的在场

感。蒋登科将这本书分成了上下两部

分，第一部分名为“在现象中探路”，集中

关注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发展趋势以及

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群体群落；第二部分

叫做“在文本中寻美”，主要是诗人个体

创作的评论研究。不论是研究现象趋势

还是分析具体文本，蒋登科的当下意识

和在场姿态都是非常鲜明的。他对现象

的研究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能够敏锐

地捕捉到时代语境和诗歌传播方式的变

化，由此展开对诗歌自身的思考（如《诗

歌的无名时代》《网络时代：诗的机遇与

挑战》《微信时代：新诗探索的得与失》

等），能够从较高的理论站位上探讨全新

历史语境下诗歌的精神向度与艺术姿态

问题（如《诗人的艺术姿态及其艺术效

应》《新时代诗艺的双向交流》等），显示

出对诗歌现场重要刊物平台的追踪关注

（如《＜诗刊＞：风雨兼程六十年》），其对

散文诗创作和军旅诗歌、地方诗人群体

等具体题目的观察分析，也都能够纳入

当下诗歌总体发展图谱中深入展开。

蒋登科这本书给我的第二个印象，

是内容具有丰富性、视野具有包容性。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诗歌，无疑是景观丰

富、样态多元的，它令人瞩目的活力在相

当程度上源自其内部的复杂多样，甚至

也可以反过来讲，中国当下诗坛的巨大

活力本身，就呈现出多解、复杂的样态。

因此，优秀的诗歌研究者必须要同时具

备思考的深度和视野的广度，要能透过

对不同群体流派、不同风格现象、不同诗

歌案例的全面了解和充分思考，形成对

中国诗歌总体发展状况的评价判断。蒋

登科在这方面没有被特定的惯性审美模

式或理论话语框架所限囿，而是能够秉

持着包容性、容留性的诗歌观念，去透视

诗歌现场呈现给我们的丰富景观。

第三点是蒋登科对诗歌文本的扎实

解读、对个人发现视角的强调重视，这对

我们当下的诗歌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

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文学交流

的持续深入，种种理论话语涌入中国文

坛。这些理论，在有效充实文学研究“武

器库”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副作用。对

此，蒋登科的观点十分明确，那就是“任

何拓展都不应该淡化作品解读，而是应

该尽可能地回到作品本身，回到文学的

美学研究，至少以文本和美学原则作为

基础”。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蒋登

科在诗歌文本细读分析方面，下了很多

功夫。换言之，他始终注意保持着自己

诗歌研究的“主体性”“在地性”。

今天，面对着高度繁荣也空前复杂

的诗歌现场，我们既需要那些宏观性、整

体性的诗学理论建构，也需要足够多具

体、在地、充满独特发现的文本现象扫

描。蒋登科的这部评论集，无疑为我们

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诗歌现状，提供了新

的途径和契机。

“科学可以这样看”系列丛书受热捧的启示——

让大众都能看懂世界科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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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10月末，第十二届华语科幻星云奖

在重庆揭晓，再一次掀起了阅读科幻、科

普类图书的热潮。重庆日报记者了解

到，近年来，重庆在打造科普图书方面作

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如，重庆出版集

团从2008年至今年陆续推出24册“科学

可以这样看”系列丛书，作者均为世界各

国科学领域泰斗级专家，有的图书加印

20多次，广受读者追捧。

“科学可以这样看”系列丛书凭什么

能够受到读者欢迎？11月5日，重庆日

报记者对话了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重

庆出版集团科技分社副总编辑连果。

一本书加印20多次

“探索、好奇、创新是人类天性，对于

青少年而言更是如此。”提及打造该丛书

的初衷，连果说，市场对于科普图书的需

求不断提升，然而国内图书市场涉及当

今科学高峰的科普图书不多，重庆出版

集团便开始寻找世界上各领域的学科带

头人，将他们的最新观点、最新争论、最

新研究整理出版。

目前，“科学可以这样看”系列丛书

已出版 24 册，囊括哲学、心理学、工程

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现代前沿知

识，旨在向读者展示人人都能够理解的

物理科学和顶端世界前沿技术。

该丛书的作者均为世界各国科学领

域的泰斗级专家，如：理论物理学的加来

道雄、布莱恩·考克斯，神经生物学的阿

德里安·雷恩，哲学的诺曼·梅尔赫特，人

类及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等。

“加来道雄是世界著名的理论物理

学家和科普作者，这套系列的开山之作

《平行宇宙》就是他的代表作。”连果介

绍，这本书运用生动巧妙的类比、幽默的

语言，向读者讲述了宇宙诞生的情景、大

爆炸理论、多元宇宙的空间维度与时间

旅行等话题。2008年出版以来，仅《平行

宇宙》就已加印20多次，在豆瓣“热门天

文科普图书TOP10”中位列第三。

高端学术也能通俗表达

这套系列丛书为何能收获众多读者

的认可？连果的答案是：该丛书学术水

平较高，由一流科学家畅谈新科学；可读

性较强，语言鲜活、故事性强，打破了学

术作品与科普作品的界限。

如何“捕捉”到这些新科学呢？连果

和同事们经常关注国外高端学术峰会、

论坛，以及著名图书排行榜，从中寻找策

划思路。如果发现好的科普作者和作

品，他们便通过版权部门和国外出版机

构或作者对接，通过版权引进的方式，让

中文读者及时饱览世界前沿科学。

除了有一双慧眼外，还要有过硬的

编辑、翻译功夫。“理解原作者的科学思

想、理解书稿涉及的思想实验以及数学

演算不是一件容易事。”连果说，在翻译

时，编辑和翻译专家字斟句酌，在搞懂每

一个专业术语的基础上，力争让读者在

阅读时感受到作品的科学性、趣味性和

文学性。

他进一步说，高端学术也能做到通

俗表达。丛书中涉及的思想实验通俗易

懂，作者会借用一些直观的例子为读者

打开视界。例如：《平行宇宙》用小人国

的故事帮助读者理解一维世界、二维世

界，然后渐渐引出更高维度；《遗传的革

命》用大鼠实验告诉人们什么是表观遗

传、非基因遗传；《宇宙相对论》提出了诸

多实验和算法帮助读者理解各种相对论

效应。

向国内外科学家敞开怀抱

“‘科学可以这样看’系列丛书是面

向国内外一流科学家、作家开放的丛书，

只要有好的科学论点、论题，都可以纳入

其中。”连果说，科普图书作者难找，找到

既懂科学，又能讲好故事的科普作者更

是难上加难。该集团将以“科学可以这

样看”系列丛书为依托，重点在天地生、

数理化等领域寻找高品质科普作品并出

版。未来几年，该集团还将在物理学、生

物学、生命科学领域推出一些我国专家

撰写的高端科普作品，让抽象的学术形

象化可视化，转化为读者所能理解的知

识。

“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是，‘科学可以

这样看’系列丛书的读者有很多是青少

年，希望丛书能够激发青少年认知科学、

爱上科学，乃至投身科学事业，为建设科

技强国贡献青年一辈的智慧和力量。”连

果说。

“最好的风景是在街头看人”
——读贾平凹散文集《自在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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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勇

《傅德岷文集》出版了，这是重庆文

艺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件大好事。文集

为我们展现了这位在巴蜀文化的滋养

中，在重庆历史文化的沃土里辛勤耕耘、

艰难跋涉、探索前行者的人生历程。

他历时十年，爬罗剔抉,从散文学的

角度建立起散文艺术的理论框架,从纵的

方面对基本理论问题追本溯源，从横的

方面与外国散文进行比较,以探寻中国现

代散文发展的规律。他以现代观念烛照

传统理论，提出新的整体性认识，写成《散文艺术论》

及《中外散文纵横论》。海内外学界称之为“一座散

文艺术的博物馆”和“傅氏理论”，使学界第一次有了

散文理论体系的中国表达。

他历时30余年，专注于散文流变的历史研究，撰

成《中国古代散文流变史稿》《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

《外国散文流变史》《巴蜀散文史稿》，第一次展现了

中外散文发展、流变的历史。其文化性、创新性、系

统性、简洁性，也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只重诗歌、小

说、戏曲，而对散文研究较为薄弱的局面。

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历时半个世纪，创作了小说

《魂荡华蓥——“双枪老太婆”前传》《脊梁——保路

护国草莽英雄传奇》, 传记文学《方志初祖——常

璩》，纪实文学《砥柱中流——抗日战争时期大韩民

国临时政府金九主席在重庆》。这四部长篇文学著

作为读者奉献了浸透着巴蜀人文血脉，重庆城市精

神的群像，展现了他彰显巴蜀重大历史人物为特色

的文学创作道路。

他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40余年，承大师栽培，

得“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之精髓,重视学生品德教育,

钻研教学方法,推进教学改革，总结出“四步作文教学

法”。他主编的《汉语写作》（国家教委编教材）《普通

写作学》《写作初步》等，曾作高校教材；《写作基础教

程》已出版20余年，仍为全国多所高校采用。

他60多年“忍韧”奋斗的历史，是最为励志的人

生故事。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忍韧斋”。他说:

“忍者,在治学道路上甘于淡泊,甘于寂寞；韧者,在事

业的追求上百折不挠，努力不懈。”他就是走着这条

艰辛的路。他出身贫苦农家，在旧社会因抗争而被

富家子弟打伤致残，从此发愤苦读，立志成才。他曾

以残疾之腿，在阴雨绵绵,山路泥泞中，踽踽独行于川

北华蓥山乡下，只为完成“双枪老太婆”原型陈联诗

弥留之际的嘱托，为先烈谱写忠魂；他曾以残疾之身

站立讲台几十年，传道授业解惑，尽显师者品格与风

范；他在晚年更拄着拐杖，应邀登上国际学术讲坛,发

表学术讲演。他尽到了一个师者、学人的本分，更为

今天的师者、学人树立了一个楷模。

我知道傅德岷先生的名字很早，但真正与他相

交、合作却是最近30年的事情。他始终活跃在学术

研究领域里，为文、编书、演讲、交流，其文辞和风范

让我肃然起敬，进而亦师亦友，联袂同行。2002年，

我的《重庆通史》出版，傅先生作《煌煌巨著开新元》，

鼓励我这位后学继续在重庆史研究上砥砺前行；

2009年，我们首度合作主编《重庆读本》，通过古往今

来名人大家关于重庆风物的经典之作和名篇佳作，

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挖掘重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与城市精神。这部书被称为重庆版的“经史子集”、

《古文观止》。2016 年，我们再度合作主编《记忆重

庆》。八十高龄的老先生思维依然敏锐，创新创意无

数。我们在《重庆读本》基础上精选出古今中外的两

百名人名家的三百名篇名作，全面展示了以巴渝文

化、三峡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革命

文化为主体的重庆历史文化体系，被誉为重庆文化

基因的解读文本。如今，我们又第三度合作，编纂

《先声》一书，精选近代以来重庆人民，尤其是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

那些先人的大音、先烈的宏声、先贤的哲音，以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傅德岷先生集文艺与社会科学于一身，这部《傅

德岷文集》为我们展现了这位老学者登高涉远，负重

自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精神风貌和坚实步伐。

（本文系《傅德岷文集》总序，有删减。）

据11月19日《重庆日报》

□董小玉

褪去现代文明的风情万种之后，独

行人的落寞与焦虑总在心底暗暗奔涌。

贾平凹用40年间的散文故事，描绘了全

新的独行世界，其内蕴的价值观念则是

写给每一个生命的行者。

抚摸生命：从容是真，宽释是福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大的课题，不同

作者的笔下有各自具化的表达：诚如张

爱玲的《天才梦》“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

爬满了虱子”；杨绛先生的译诗“我双手

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

了”。而在贾平凹的眼中，人生更多了几

分洒脱：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

生忽死，忽聚忽散，短短数十年里，该自

在就自在吧，该潇洒就潇洒吧，各自完满

自己的一段生命，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

义。从贾平凹的表述中，我们已然探得

他对待生命洒脱从容、乐观旷达的心

境。正如《自在独行》中所讲：即便是在

孤独之中，只要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

睛，就能够感受到乐观的精神，从而更深

层次地为生活增添光彩。作者闲卧在生

命之上，行走在西北的大地，故而“悠然

见南山”及“长河落日圆”的视觉冲突和

情绪释放在字里行间中隐隐作响。

默看世界：不卑不畏，不俗不谄

看世界，归根到底在于深入芸芸众

生。贾平凹提出“最好的风景是在街头

上看人”，这样，在街上看一回人的风景，

犹读一部历史，一本哲书。如在《说女

人》中他写：打扮一旦成了社会时尚，风

气靡丽，必然少了清正之气。过去有一

句名言，最容易打扮的是历史和小姑

娘。现在呢？没有学问的打扮得更像有

学问，不是艺术家的打扮得更像艺术

家...... 当一切都在打扮，全没有了真面

目示人的时候，最美丽的打扮是不打

扮。如此，贾平凹在书中谈闲人的愁闷、

弈人的心思和名人的苦恼，谈孩子的志

趣、房子的贵贱和女人的姿态……他在

用自己的经验告诉读者：“弃浮华，于器

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畏不

俗不谄。”

研磨孤独：行于天地，乐以忘忧

孤独的人最怕独处，而《自在独行》

提供了一种舒缓孤独的方式，即学会独

行、感受情怀、感受安宁。在作者看来，

独行是一次与世界的交心。书中，万事

万物皆成为作者传递情感的介质，他以

崭新的视角引导读者去探索与感知独

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石头有“天

然色光”，落叶有“自然之乐”，燕子可

“控诉抗议”，风筝常“渴望自由”，文竹

更“有情有韵”。此外，独行是一种超越

众生的神圣。作者讲道：“尘世上并不

会轻易让一个人孤独的，群居需要一种

平衡，嫉妒而引起的诽谤、扼杀、羞辱、

打击和迫害，你若不再脱颖，你将平凡，

你若继续走，走，终于使众生无法赶超

了，众生就会向你欢呼和崇拜，尊你是

神圣。神圣是真正的孤独。”独行之中，

我们不仅能感受万物生灵的回响，更在

研磨着我们的思想、情感、志趣乃至人

格和灵魂。

独行的路上难免有熬不下去的时

候，我相信总会有一本好书在灯火阑珊

处，静静等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