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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汉语诗歌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始终隐含、存在着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如何在当下的
历史条件下诠释文化传统的价值和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博尔赫斯说：“我的传统就是整个
西方。”要重建传统，就必须重新衡定固有文化的价值，通过重新诠释使传统得到再生。中国是个历
史感很强的民族，同时也是个对历史总是看得很淡的民族，这是一种既矛盾又互补的民族性格。中国
的整个现代性过程，其现代变革应从鸦片战争起始，先后经历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和
辛亥革命后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性在中国出现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现代性社会公认的基本
特征：在经济上，以现代工业文明代替传统农业文明；在政治上，以现代民主制度代替封建特权制度
；在文化上，以自觉的个体主义代替盲目的群体主义。这些都在五四运动中得到集中体现。欧洲15世
纪到18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国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都是现代变革的文化先导，共同指向都
是确立民主共同性，也就是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确立个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原
则。面对五四运动的开放、自由和多元的社会思潮背景，当时的知识分子把问题和主义世界化了，广
泛地把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文明、平等、个体主义意识、工业化、现代化意识等援引进来，向
全世界所有的问题和主义开放，以孩童般的好奇心和新奇感拿来、实验。但是很快转化为刘小枫在《
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中提到的人民意识形态全权话语问题。五四运动一开始就包含着民主主义和民族
主义的双重问题。民主主题的启蒙运动当时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但是很快救亡压倒启蒙。民主旧难
未解，民族新题又加，从而更加迷茫、彷徨。面对绵延千年、辽阔深邃的中国文化，我们在现代化进
程中，遭遇的这个客观现实是：从清末民初到五四直到今天，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甚至自己的国家
、民族，一直是在质疑、批判的声音中和轻视、甚至藐视的目光注视下度过的。面对西方的强势，后
现代欧美强势文化对“他者”的侵略，唯西方是举、全盘西化，甚至主张取消汉字，文字拼音化、拉
丁化等，只知有西，不知有中或不愿知中的情节一直存在，并甚嚣尘上。早期是“西学中源”、“中
学独尊，排斥西学”，接着是“中体西用”、“西学为主，保存中学”、后来是“中西并重”，再后
来更是“全盘西化”。这个过程就是人们所说的“西学东渐”。那么作为中国人，我们究竟有着怎样
的文化认同呢？尤其是当代后现代的青年一代，长时间处身于大小传统齐遭毁坏的环境，与传统文化
脱节，没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典范的熏陶，文化含量浅，精神气象单薄，面容呆板、生硬、枯槁，以
致举止失措，进退失据，找不到与传统衔接的途径，导致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迷失。如今是全球化条件
下的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中国面对的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
，如何整合资源、吸取营养、健全己身、发展壮大，这就需要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出发。其实
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基因和文化构成是复杂多元的，从商周、秦汉，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隋
唐、元明清，在国家、民族的基因构成上都有异民族多民族特征，今天已经没有人不把佛教东来中国
化后的禅宗看做是与道教并驾齐驱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没有人会把琵琶、胡琴等乐器视做
他文化了。甚至我们今天餐桌上出现的番茄和辣椒，公路上疾驰而过的劳斯莱斯、宾利，大街上满目
皆是的国外品牌的肯德基、麦当劳、各种外文品牌的服饰店，我们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学习的英语
法语德语，就是我们今天注册一个品牌也会注册它的外文名称和图案，都成为与我们生活生命融为一
体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一个批评家应该具备与其雄心、欲望或使命感相称的文
化背景和精神深度，应该对世界文化和自己本民族精神有一个基本了解，对自身的文化处境有一个基
本判断。如果你都不知道“我是谁”，更不知道“谁在说”，遑论“谁在做”。只有知晓“我是谁”
，才能知道“如何说”，“怎样做”。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文学或诗歌亦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
现代汉语诗歌在每个发展时期都面临更新和重建诗歌精神的问题。诗歌精神的更新与重建，首先是民
族文化血脉的贯通。诗歌精神不是时髦的“怀旧情绪”，不是西餐桌上的寿司和甜点，不是温文尔雅
的红酒和晚礼服，而是“生存的必要”（龙应台）。我们既然不能真正做到彻底抛弃传统文化，也无
法重新选择自己的文化，唯一的办法是改造、建设、完善，重建我们的诗歌精神，恢复对传统的记忆
和温情，恢复它的创新和想象力，让诗歌精神活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每个人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
成为涵蕴传统煮味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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