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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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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东东《陈东东的诗》

精英写作的代表
《陈东东的诗》是一本精选集，

纵观全诗，审美主义与艺术主义并
行，是精英写作的代表。陈东东经
历了诗歌尘世的时间，万事万物都
为他所用，他神形兼顾，以艺术的手
段实现了自我的构想，深情地构筑
汉语的山河岁月。

1980年代以来，作为诗人的陈
东东名声日隆，《宇航诗》《南游记》
《北京人》……名作迭出。最初，旋
律、意象、智性在其静水流深的语境
里三重流转。日后，又多有感性更
替，丰盈、奇崛、冷艳之翼再生，语言
幽深无限，文化视野大开，而东方诗
学与现代主义的双重书写记录了他
独立的见解和诚实的精神。

■黄礼孩

2陈先发《陈先发诗选》

铸生活情思与哲思于一体
《陈先发诗选》中，诗人独具风格

的美学优长再次得到了集中而鲜明的
彰显。那心怀苍生的悲悯情怀，反思
现代的忧患意识，钟情自然的炽烈情
绪，含蓄蕴藉、余味无垠的语言个性，
在篇章之中氤氲馥郁，带给读者歆享
不尽的审美体验与艺术回味。

在审美多元、诗思多维的当代诗
歌生态中，陈先发以其熔古典与现代
于一炉的语言组织、铸生活情思与生
命哲思于一体的思想建制，创化出一
种充满审美辨识度和阅读召唤性的诗
情表达式，从而在当代诗坛获取到自
辖的特定艺术领地。

■张德明

3谷禾《北运河书》

朴素的诗篇奔流去远
《北运河书》是一本颇具个人

特色的诗集。
其核心意象“北运河”有时作

为现实的河流在诗中生生长流，
沿岸的风物、景色和普通人的生
活尽收于诗人笔下，纤毫毕现的
雕刻和个性化的书写，赋予了凡
俗的日常诗的灵性；

有时又作为征象而显现，带
着诗人独特的个人气质在精神的
大地上奔流去远，并通过这些朴
素的诗篇，和京杭大运河的伟大
文明构建起了微妙呼应。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运河也
是所有的河；《北运河书》既是对
时代和大地的见证，更是诗人对
这条古老河流的深情回应。

■胡弦

4潘洗尘《深情可以续命》

发展了一种“深情诗学”
常言“慧极必伤，情深不

寿”，洗尘却将自己新出版的诗
集命名为《深情可以续命》，该
诗集用词简单，用情却如此炽
烈；用心良苦，用意却如此美善
……仿佛热血奔涌着，让真心
话直接就流淌成了一行行诗
句。

洗尘通过这本诗集，前所
未有地发展了一种“深情诗
学”。谁不想“寿”呢？但是，

“深情”更指向一个生命甘心情
愿的付出，更在乎活着过程的
强度和品质。在这个人间，“深
情”实在难得。

■树才

5宋琳《宋琳诗选》

词语和经验的双重苏醒
漫长的岁月、在世界各地的广

泛游历都在宋琳的诗歌中留下很
深的印记，而且这种时空的纵深感
显然锻造了宋琳诗歌宽厚的内在
空间，同时这也必然使词语和经验
获得双重的苏醒。

最近几年随着宋琳到大理定
居，云南独特的风物也开始大量进
入他的诗歌。与此同时，他也更自
觉地寻找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现
代汉语诗歌的焊接点，并写下大量
这方面的优秀之作。大型组诗《<
山海经>传》是当代汉语诗歌力求
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寻求资源的
风潮中，一个突出的成果。

■凌越

6叶辉《遗址：叶辉诗集》

以想象超越怀旧
叶辉始终以独特的个人经验和视

角切入日常物像，他的诗简洁、凝练又
轻盈，他诗歌中的传统并非追溯性的，
而是以个人经验和哲思穿透日常表
层，使“想象”超越了“怀旧”，将日常事
物从繁复的历史褶皱和知识编纂中解
救出来，使其恒常如新。

叶辉的轻盈向来为人们称道。他
的简洁和凝练就像传统书画中的留
白，又暗合了现代性的开放和自由。
他的写作为近年来滥觞的新古典主义
提供了新的向度，为当代汉语诗歌的
本土性思考和实践提供了参照。

■杨克

7于坚《于坚诗集》

拒绝隐喻堪称“诗学革命”
于坚诗歌语言意识自觉。语

言一从他唇舌之间吞吐而出，常
常自带诗人生命的感觉状态和生
命节奏，带着超常的语感诗性，

“拒绝隐喻”的实践清除了语言、
尤其是语言隐喻的暴力，堪称一
场诗学革命。

与“看”的把握世界方式呼
应，于坚诗歌很少涉足未知、臆想
领域，具有和其他文体接近的“非
诗”的叙事性特征。大量物象、事
象因子介入，有一定的叙事长度；
为降低对事物澄明、还原的干预
程度，进行“反诗”的冷抒情，强
化非个人化效果。

■罗振亚

8殷龙龙《今生荒寒》

自嘲与自省相依为命
殷龙龙原地不动却打开了

一扇门，静止的位置却使得语言
风暴得以集结、爆发，或者如植
物内部的火焰不停孳生、迸发。
对于殷龙龙而言“疼痛就是一部
诗史”，在“今生荒寒”中，诗歌却
维持了“灯笼提着走”的牵引功
能。

诗歌中的殷龙龙是自嘲的
也是自审的，它们互为表里、“相
依为命”。他的诗歌在一次次进
行自我精神涉渡的时候，也不断
对复杂多变的境遇予以叩击，甚
至会发出惊雷一般的炸响。

■霍俊明

1

作为深谙后现代修辞的诗
人，余怒把客观性作为诗歌之
道。余怒笔下的客观，既是我们
生存的事实，是存在之真相，也是
一种诗的事实，是某种尚未得到
清晰辨认的、奥秘的事实。

余怒往往在诗中精心构筑一
个小小的事件，因为事件最终会
显示存在之真相与真理。真实地
写诗，就是要发现、指认出那些

“隐性的真相”，进而在巨大的事
实观照下重新认识世界，最终重
新认识自我。因此，余怒的“客观
性”里，其实包含着更深刻的自我
与个人性。

通过诗歌，余怒不懈地探索着
客观宇宙与个体星球的隐密联系。

■李少君

余怒《蜗牛》

指认出那些“隐性的真相”

臧棣诗系：《沸腾协会》《尖锐的信任丛
书》《情感教育入门》

诗人永远是语言的源泉

9

0
臧棣诗歌发出的电光石火的光

芒，是世界深处潜在的生命和一切
沉睡的元素发出的、令人震颤的隐
秘力量和奇异信号。臧棣用他创造
的形象新颖性、陌生性和复杂性，阐
释了为什么诗人永远是语言的源
泉。

面对日常语言约定俗成的齐步
走队列，他时刻保持着向前跨出队
列或者向后退出队列的语言冲动。
他以“协会”“丛书”“入门”命名他所
经历的万事万物。

臧棣诗歌的天花板是拱穹的，
世界空间的广阔性和内心空间的深
刻性，像在向上自我旋转的螺旋一
样，永远向拱穹的中心汇聚。这样
的汇聚，让大地走向天空，让石头成
为星辰闪耀。

■卢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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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5月

…………………………………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7月

……………………………………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2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9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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