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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2009（总第十二卷）》

内容概要

作为中国体制外写作最具坚韧性和独创性的非非主义，继2006年推出近百万字的《16年诗学历程：刀
锋上站立的鸟群》、《非非20年图志史：悬空的圣殿》之后，近期推出50万字的《非非》总第十二卷
——2009年《后非非诗歌及评论专号》，在华语写作界引发了持续的非非效应，后非非写作得到了进
一步确立和深化。在流派写作群体性萎靡、分崩离析的当下，这无疑是2009年汉语诗界的黄钟大吕。
这本50万余字的作品集，收录了数十位非非诗人和理论家的精心之作。在非非经典栏目里，推出了诗
人董辑的《反生活简史》、孟原的《黑暗现象学》两大组诗，是后非非写作在近年的重要收获，这些
作品展示了诗人的天才之思以及深入骨头和体制的刀锋质地；非非风度则收录了非非实力诗人陈小蘩
、陈亚平、邱正伦、蒋蓝、龚盖雄、马永波、雨田、袁勇、梁雪波、周伦佑等诗人的血性、敞亮之作
。这些作品给人最深的印象在于，他们没有迎合国际汉学气味和文学的时尚剪裁术，写作视野在自由
精神这个广阔维度上展开，既是对伪写作的一种清算，也对日益诡谲的后极权之痛，在各自的言路里
进行了手术式的厘清。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姚新勇、林贤治、黄粱、发星、梁雪波、袁勇、二丫等评论家对非非的判读，他
们独具慧眼的价值钩稽，将对后非非写作带来深远影响。同时，周伦佑、周伦佐一如既往地展开他们
对体制外思想的标的和麇集，这些文章为读者打开了文学的一翼：文学对时代的进入，就是在思想史
上的深重划痕。
而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博士、硕士对非非的研究，也为非非的研究谱系提供了新鲜的视野，以期破除其
成型的固化倾向。
我们还是要重申：正如主编周伦佑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介入——但我们只能以写作的方式介入
；我们当然要承担——但我们只能以诗人的身份来承担。这便是《非非》在后极权时代发条松动的加
时赛中所持的基本立场。在这个日益舞台化的写作领域，非非主义的写作者以某种缺席的身份，捍卫
着来自宿命的使令。
非非主义跟国内另外的写作流派完全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成员恰恰是极具写作个性的，但这个巨大的差
异来自他们取得了共识的价值基准，即对极权文化的价值清理。因此，非非是相对封闭的，但也不排
除对价值趋同者的吸纳，在思想因血气而充盈、艺术因纯净而锐利的前提下，展开的是21世纪汉语写
作的前景：捍卫自由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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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2009（总第十二卷）》

精彩短评

1、　　后非非诗歌：走出固化与自闭 
　　■周伦佑 
　　
　　    本卷【开篇特稿】栏目刊出学者姚新勇论述非非的近四万字的长文。 
　　    姚新勇是一位充满人文情怀和道德勇气的知名学者，他的学术研究，以关注、挖掘和伸张边缘
话语与异端话语为理路，并由此形成他独具一格、别开新意的学术方向。这里刊出的《囚禁式写作境
况的烛照与穿越》是一篇才情纵横，激情澎湃的心力之作。作者将非非主义放在中国百年新文学史和
新诗史的框架中来进行考察，从而凸显非非主义在中国百年新文学史和新诗史上的非凡意义。作者本
着一位人文学者的学术良知，严肃批驳和纠正了某些评论家（如程光炜、罗振亚等）对非非主义的刻
意误读和曲解，令人信服地从多方面论证了非非主义的“天才性”和“伟大性”，并以此为尺度，全
面确认了非非诗人的创造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史及新诗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不可替代的突出地位。这是近
二十年来，有关非非主义的最具穿透力和最具思想高度的一篇论文。姚新勇先生的这篇大论，显然已
超出了一般文学评论的范围而具有了思想史论的意义。 
　　    以此同时，论文作者也通过对非非文本（特别是周伦佑文本）的解读，指出了非非自身所表现
出来的某种自我封闭、自我固化的危险倾向，这是值得笔者和非非全体同仁高度警觉的。作为对姚先
勇先生批评的回应，本期《非非》有意扩大选稿范围，不仅选登了马永波、安琪、阿翔、发星等优秀
诗人的作品，还特别选登了一批青年作者（如杜光霞、梁雪波、野麦子飘、周兴涛、原散羊、王学东
等）风格各异的文论和作品，以期《非非》在作者的构成和作品风格多样化方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
观。非非理应是多元开放的，也必须是多元开放的。 
　　
　　    本卷【非非经典】栏目重点推出非非诗人董辑、孟原的最新力作。 
　　    董辑的《反生活简史》（八首）以质朴的语言，着力表现了个人生存体验中“反生活”——即
被生活拒绝的一面。诗人是渴望生活的，如同梵高，但当你要坚持个人的价值理想和生活信念而不准
备随波逐流时，生活就会背叛你，抛弃你，把你置于孤独无依的境地。好在诗人有诗歌为伴，如一盏
灯的温暖，而在精神的创造中找到存在的意义。作品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口语写作方式，但对个人体验
的挖掘更深，语言的表达更纯净。这组诗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好诗一定是来自个人体验的。 
　　    孟原是非非的后起之秀，自2000年加盟非非主义以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诗歌写作和推进非
非主义。《黑暗现象学（十六首）》是他的一次高峰体验之作，诗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如神启般一鼓作
气完成了16首诗，实现了对作者之前创作格局的全新突破。《黑暗现象学》以炯异的风格将诗性之笔
指向人性深处，作品通过对自己内心以及人类二人关系的剖析，在对人性的深度介入中，着意揭示了
人性的黑暗之维。通过这组作品，作者正在确立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方式和诗写风格。 
　　   董辑的《反生活简史》（八首）和孟原的《黑暗现象学》（十六首），是后非非写作在近年的
重要收获。 
　　
　　   【非非风度】是本刊的保留栏目，自1986年《非非》创刊起已先后推出了近百位诗人。本卷推
出的十五位诗人，有的是读者熟悉的，有的是崭新的面孔。 
　　    陈小蘩的《书与文字的幻想之旅》保持了作者一贯的雍容、优雅与成熟。对汉语言的诗性进入
，使这组诗呈现出某种深度和难度。作者的诗思是幽远的，但表达则显得游刃有余，毫不滞重。其中
的《从一间病房到另一间病房》是作者近年来的重要作品，它让我想到索尔任尼琴的《癌病房》。诗
中的“病房”实际上是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病态社会的隐喻。陈亚平的《后非非诗人图像集》继续他
的以诗论诗人的路数，十二首诗如十二位后非非诗人的素描，使你想到这些诗人的神态和艺术追求。
这种写作带有探索的意味，也因此带有几分冒险，如果不能捕捉到每个诗人的个性特征，极容易造成
雷同。邱正伦的《哲学白皮书》是本卷值得关注的作品之一。作者以轻松的文笔探索一个个重大的哲
学命题，细读起来，与其说他要建构什么，不如说他是要解构什么；阅读的快感来源于一些生活细节
对严肃命题的消解。这是邱正伦近期诗歌的一大特点，从中可见邱氏幽默的妙处。蒋蓝的《铁幕蝴蝶
》（十二首）是对过去创作的一大突破，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潜沉，蒋蓝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诗
写方式，整组诗既保持了介入现实的力度，又体现了语境纯粹性的追求，是近年后非非写作的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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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龚盖雄的《绝望诗前的火炬》（八首）保持了作者一贯的诗写特点，青春式的激情与人文关怀
的结合，以论入诗，但论得有力干净；整组诗无疑是充满活力和才情纵放的，如果某些句子再多一些
打磨和推敲可能会更好。马永波的《忽明忽暗的秋天》（八首）是从他前几年作品中选出来的，保持
了他一贯的水准。独白性和叙事性是这组诗的最大特点。我曾经有个看法：90年代滥殇的（来源于翻
译诗歌的）所谓“叙事性”手法，马永波是重要的源头之一。而这一点恰恰被评论界忽略了。《回到
村庄》（组诗）是雨田的一次新的尝试，作者的书写对象不再是他生活的那座城市，而是回到了生养
他的村庄。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故土的挚爱。《动词的先驱》（九首）是袁勇的最新力作，笔
者在阅读中强烈的感受到一种动感、力感和速度感对视觉的冲击。整组诗隐含着某种暴力倾向，一行
行蜂拥而来的诗句似乎与烈酒和生命的大苦闷有着某种关联。如果说“激愤出诗人”不是一句废话，
那么袁勇激愤的对象是什么呢？安琪的《幻想性生活》（八首）别开另一种风景。我曾经对相关朋友
说过，中国当前活跃的女诗人中，如以才华论，安琪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这组诗从不同侧面，表现
了一个喜爱大都市但又被围困在大都市的敏感女性的生存困惑。才气、尖锐、陌生化追求以及对心理
细节的准确捕捉，构成这组诗的艺术特色。杜光霞是本期重点介绍的新作者之一，本卷《非非》同时
刊出她的十首诗和两篇论文。作者是一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在读博士研究生，但她的《自传体》（十
首）却很少有学院派的拘谨和刻板，而于自在中显示出某种放任和大气。同为女诗人，杜光霞不像安
琪，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诗歌形式的实验上，而更注重现实的、底层的诗意挖掘。作者学习写诗
的时间并不长，一开始就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是令人欣喜的。其中《自传体》的内在圆融和诗境的透
明，《农村母亲》所表现的大恨大爱以及真实到近乎残酷的诗写品质，已为作者以后的写作开启了一
个值得期待的前景。梁雪波是本期着重介绍的又一位新作者，本卷《非非》同时刊出他的《石头的声
音》（九首）和一篇论文。《石头的声音》（九首）显示作者的修炼已非一日之功。这是一组纯正的
抒情诗，作者身居南京软性的都市文学氛围中，其写作却与时下流行的诗风判然有别。笔者认为：这
组诗达到的艺术水准，是当今诗坛许多浪得大名的诗人所远远不及的。发星以主编民间诗刊《独立》
和提倡“地域写作”而闻名于诗坛，《黑鹰之魂》（八首）表现了一个少数民族诗人精神传统上的民
族性体认。和作者那些粗犷原始的长诗不同，这组诗写得细腻而温婉，从诗中我们可以读到一种民俗
学的原始神秘。《说不出的桃花》（十首）是从阿翔近期作品中精选出来的，他的诗一般篇幅不长，
但于随意中可见匠心，于散漫中可见内敛，某种浓郁洒脱的诗意是为阿翔所独有的。原散羊是一位蒙
古族诗人，《绝望的秩序》（八首）以马头琴的悠扬向我们演奏了一曲灵魂之歌，我们在流畅的诗句
中和作者一起漫游在满洲里的大地。周伦佑近期因为专心于其他的学术课题，诗歌创作的力度有所减
弱。《大象跳舞》（五首）是从周伦佑近期的作品中选出来的，除《哲学研究》一首，其余四首都与
动物有关，诗的意旨却是直指当下现实的。形而上思考与当下现实批判的结合，构成这五首诗的主要
艺术特色。 
　　
2、【非非左翼】集中登出六位青年诗人的作品。
    作为一位研究古典文学的在读博士，周兴涛的《读红色出版物》（九首）却一扫线装书涵养的传统
句法，以犀利的笔触为我们划出了一道红色闪电。初次出手，周兴涛就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诗歌写作风
格，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此外，林忠成的《深入隧道》的情节性，刘先国的《日光下的亡灵》的荒
诞感、野麦子飘的《打工的打》的底层意识，王学东的《被纯洁所囚禁》的严谨形式与孤独感，姜丰
的《价值的统治》的知性思考与批判意识，二丫的《虚拟的图象部落》的绝望与希望的悖论，都是各
具特色的。笔者期待这几位作者在下一卷《非非》中将更好的作品呈现给读者。只要有好诗，《非非
》是不吝惜篇幅的。
    除刊登诗歌作品之外，每卷《非非》都以近一半的篇幅来刊登评论和理论文章，这是本刊的一大特
色。本卷《非非》也不例外。
    【评论：启蒙与介入】集中刊出八篇评论文章。
    林贤治是在中国学界有很大影响的人文学者，他以自由精神烛照现实与历史的文学史论写作，打破
了体制学术僵化的封闭系统，给中国晦暗的思想天空增添了一抹亮色，其论具有改写当代学术基本格
局的意义。《周伦佑：红色写作》是林贤治的史论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中的一章，作者通过对周
伦佑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后两个时期创作的分析，论证了“反暴力修辞”是周伦佑对中国新诗的主
要贡献。黄梁先生是台湾知名的诗歌评论家，他以主编《大陆先锋诗丛》10卷本而为中国诗歌界所熟
悉。《刀锋上的诗与历史》，从周伦佑诗歌中反暴力修辞对极权暴力结构的解构入手，深入分析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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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周伦佑诗歌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梁雪波的作品前面已作了推荐，这里刊登的《“后启蒙”时代
的奥德修斯》，以古希腊史诗中奥德修斯的流放与归来作为批评原型，论述了中国当代诗歌中启蒙话
语的“失魂落魄”，以及从北岛到周伦佑的反抗集权暴力的写作谱系。发星的《周伦佑：以诗人面孔
刻进历史的几个片段》，用不同于学院批评的独特方式，以周伦佑诗歌中具体作品的写作地点为线索
，论述了周伦佑诗歌与时代及生活环境的关系。袁勇的《修辞化处境的反叛与逃离》，以自成一体的
话语方式对周伦佑的长诗《遁辞》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解读。蒋登科是知名的学者和学院评论家，他的
《孟原：深刻与迷茫》一文，以严肃的批评态度，深入分析和解读了孟原诗歌中独特的个人体验与诗
写方式，同时指出了孟原以自我方式介入当下的诗歌写作中隐含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迷茫。二丫和周兴
涛的两篇文章都是评论陈小蘩的《正午的黑暗》的。二丫的《角色陷阱与悖论中的成长》写得汪洋恣
肆，但感觉缺少了一些严谨和节制。周兴涛的《教育的荒谬》带有随笔的意味，篇幅虽然简短但显得
尖锐而颇有力度。希望周兴涛在这种随笔式的评论上多下些功夫。
    【《非非》：一份杂志的传奇】讲述的是本刊的故事。
    这里刊出的两篇文章原载于学术期刊《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四期的“名刊观察”栏目。有关非非
主义的评论与研究已屡见不鲜了，但从学术层面对《非非》杂志进行研究性的考察，却是一个崭新的
课题。杜光霞的《当代先锋诗学的体制外向度》一文，着眼于《非非》的体制外向度，在对《非非》
与《今天》、《他们》的比较考察中，从“刊物的载体”、“坚持的时间长短”、“刊物的容量”，
以及“对当代诗歌的影响”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非非》杂志在推进当代诗歌现代性转型以及建构
一种独立的体制外诗学方面的文学史意义和历史贡献。周伦佑的《先锋的历程》一文，回顾了《非非
》杂志创刊22年来的艰难历程，并就“非非主义的创立经过”，“《非非》杂志的‘梦启’传闻”，
以及“‘非非’命名的确切含义”等“非非之谜”首次作了批露和确认。
    这两篇文章同为研究《非非》杂志和非非主义的重要文献。
    【当代诗歌批判】刊登的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下中国诗界的种种乱象进行了义正辞言的批
判，代表了当代诗人的正义发言。
    杜光霞的《在运动中迷失的中国新诗》抓住“诗歌运动化”这一痼疾，深入考察了当代诗歌从精神
到艺术两个方面在诗歌运动中的迷失。董辑的《诗歌活水中的三股浊流》，以随笔的方式勾勒了当代
诗坛上不事写作、单靠在诗歌界翻云覆雨捞名利的三种人的丑陋嘴脸，作者虽然没有点名，但我们从
文章中大致可以想见那些诗歌混混为何许人。《谩骂改变不了“丑闻”的性质》是周伦佑批驳下半身
口语诗人伊沙的反批评。文章在有力回击伊沙的狡辩和谩骂的同时，以确凿的证据和事实，论证并确
认了伊沙“冒认《非非》主编”事件的丑闻性质，将伊沙这个“《非非》主编的冒认者”永远钉在了
历史的耻辱架上。
    【后非非诗学】栏目是对后非非诗歌的深度评论与研究，是从后非非诗人的写作方法中抽象出来的
诗学理论。
    陈亚平的《变构与方法：周伦佑“后设写作”诗学研究》，通过对周伦佑的“后设写作”方法和诗
歌作品的参照解读，而建构了一个作者自己的解读系统。理论性与系统性是这篇文章的主要特点。这
篇文章是后非非诗学的建设性收获之一。蒋蓝的《非非的隐喻诗学：蛰伏於掌纹的刀锋》从哲学隐喻
学的角度，对几位后非非诗人的作品进行解读，从中抽象出袁勇的“豹子”、陈小繁的“豹子”、陈
亚平的“鸟和鸟群”、周伦佑的“大鸟和象形虎”、雨田的“乌鸦”、龚盖雄的“黑夜”、董辑的“
破车”，邱正伦的“冷兵器”、孟原的“飞鸟”等诸多隐喻，并以此来建构一种后非非的隐喻诗学。
这篇文章和前面陈亚平的文章同为后非非诗学的收获性文本。邱正伦的《写作的代价》从诗歌创作主
体的丧失与重建来审视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在中国当代诗歌30年的大视野中分析和论证后非非诗人
主体性重建的意义和价值，具有极大的概括性和现实意义。邓艮的《坚执在锋刃上的后非非写作》，
紧紧抓住后非非写作的核心理念，在对后非非理论的回溯、清理和澄清的辩证过程中，深入地论证了
后非非写作的历史和现实定位。为后非非写作的正名树起了一面旗帜。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严谨的文风
，是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董辑的《后非非诗人阅读札记》则以随笔的形式对后非非诗人的作品逐一
作出点评，文体形式既象古代的诗话，又近似於读后感，散漫的笔锋中不时闪出智慧的亮点。其对每
一位后非非诗人创作个性的把握，是独到而准确的。
    【体制外思想史档案】收录周伦佐，周伦佑的两篇访谈，一篇序言和一组文革地下诗歌。
    周伦佐的《黑色风雨中那条电光小路》和周伦佑的《横断山脉反主流句法的人本踪迹》两篇访谈，
是回答《独立》主持人发星书面问卷的问答录。两位作者在文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个人经历、家庭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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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问学道路以及对自由、信仰、宗教、当下现实等问题的看法，具有较高的体制外思想史料价值。
《青春琴弦上的叛逆声音》是周伦佐为《周伦佑文革诗选》所写的序言，文章追溯了周伦佑早期创作
的经历，描述了文革时期西昌地下思想探索群体的活动情况，是一份有价值的文献。《非非》2000特
刊曾刊出《燃烧的荆棘》（周伦佑文革诗选18首）及相关资料。这里刊出的《周伦佑文革诗选之二》
（十二首）是“周伦佑文革诗选”的一部分，前后两次刊登的“周伦佑文革诗选”，代表周伦佑文革
时期短诗写作的基本水准。这次刊出的《周伦佑文革诗选之二》和周伦佐所作的序言，同是研究文革
时期地下文学有价值的史料。
    和非非主义同步，《非非》杂志创刊已经22年了。22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一些人止步，更多
的诗人与《非非》一道前进。在凤凰的火焰中坚持到最后的非非诗人们，见证和创造了属于中国当代
文学的这一段辉煌的历史。不管脚下如何山摇地动，不管身边如何潮起潮落，我们始终选择和诗歌站
在一起。《非非》之门敞开着，一代又一代诗人走向非非，进入非非，共同以诗歌为旗，在一个暴力
与物欲横行肆虐的年代中，写下见证的诗篇——这个沉沦的时代将因我们而得到铭记！
    2008年12月13—15日于成都琴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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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后非非诗歌：走出固化与自闭 ■周伦佑 本卷【开篇特稿】栏目刊出学者姚新勇论述非非的近四万
字的长文。 姚新勇是一位充满人文情怀和道德勇气的知名学者，他的学术研究，以关注、挖掘和伸张
边缘话语与异端话语为理路，并由此形成他独具一格、别开新意的学术方向。这里刊出的《囚禁式写
作境况的烛照与穿越》是一篇才情纵横，激情澎湃的心力之作。作者将非非主义放在中国百年新文学
史和新诗史的框架中来进行考察，从而凸显非非主义在中国百年新文学史和新诗史上的非凡意义。作
者本着一位人文学者的学术良知，严肃批驳和纠正了某些评论家（如程光炜、罗振亚等）对非非主义
的刻意误读和曲解，令人信服地从多方面论证了非非主义的“天才性”和“伟大性”，并以此为尺度
，全面确认了非非诗人的创造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史及新诗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不可替代的突出地位。这
是近二十年来，有关非非主义的最具穿透力和最具思想高度的一篇论文。姚新勇先生的这篇大论，显
然已超出了一般文学评论的范围而具有了思想史论的意义。 以此同时，论文作者也通过对非非文本（
特别是周伦佑文本）的解读，指出了非非自身所表现出来的某种自我封闭、自我固化的危险倾向，这
是值得笔者和非非全体同仁高度警觉的。作为对姚先勇先生批评的回应，本期《非非》有意扩大选稿
范围，不仅选登了马永波、安琪、阿翔、发星等优秀诗人的作品，还特别选登了一批青年作者（如杜
光霞、梁雪波、野麦子飘、周兴涛、原散羊、王学东等）风格各异的文论和作品，以期《非非》在作
者的构成和作品风格多样化方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观。非非理应是多元开放的，也必须是多元开放
的。 本卷【非非经典】栏目重点推出非非诗人董辑、孟原的最新力作。 董辑的《反生活简史》（八
首）以质朴的语言，着力表现了个人生存体验中“反生活”——即被生活拒绝的一面。诗人是渴望生
活的，如同梵高，但当你要坚持个人的价值理想和生活信念而不准备随波逐流时，生活就会背叛你，
抛弃你，把你置于孤独无依的境地。好在诗人有诗歌为伴，如一盏灯的温暖，而在精神的创造中找到
存在的意义。作品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口语写作方式，但对个人体验的挖掘更深，语言的表达更纯净。
这组诗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好诗一定是来自个人体验的。 孟原是非非的后起之秀，自2000年加盟非
非主义以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诗歌写作和推进非非主义。《黑暗现象学（十六首）》是他的一次
高峰体验之作，诗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如神启般一鼓作气完成了16首诗，实现了对作者之前创作格局的
全新突破。《黑暗现象学》以炯异的风格将诗性之笔指向人性深处，作品通过对自己内心以及人类二
人关系的剖析，在对人性的深度介入中，着意揭示了人性的黑暗之维。通过这组作品，作者正在确立
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方式和诗写风格。 董辑的《反生活简史》（八首）和孟原的《黑暗现象学》
（十六首），是后非非写作在近年的重要收获。 【非非风度】是本刊的保留栏目，自1986年《非非》
创刊起已先后推出了近百位诗人。本卷推出的十五位诗人，有的是读者熟悉的，有的是崭新的面孔。 
陈小蘩的《书与文字的幻想之旅》保持了作者一贯的雍容、优雅与成熟。对汉语言的诗性进入，使这
组诗呈现出某种深度和难度。作者的诗思是幽远的，但表达则显得游刃有余，毫不滞重。其中的《从
一间病房到另一间病房》是作者近年来的重要作品，它让我想到索尔任尼琴的《癌病房》。诗中的“
病房”实际上是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病态社会的隐喻。陈亚平的《后非非诗人图像集》继续他的以诗
论诗人的路数，十二首诗如十二位后非非诗人的素描，使你想到这些诗人的神态和艺术追求。这种写
作带有探索的意味，也因此带有几分冒险，如果不能捕捉到每个诗人的个性特征，极容易造成雷同。
邱正伦的《哲学白皮书》是本卷值得关注的作品之一。作者以轻松的文笔探索一个个重大的哲学命题
，细读起来，与其说他要建构什么，不如说他是要解构什么；阅读的快感来源于一些生活细节对严肃
命题的消解。这是邱正伦近期诗歌的一大特点，从中可见邱氏幽默的妙处。蒋蓝的《铁幕蝴蝶》（十
二首）是对过去创作的一大突破，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潜沉，蒋蓝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诗写方式
，整组诗既保持了介入现实的力度，又体现了语境纯粹性的追求，是近年后非非写作的又一个收获。
龚盖雄的《绝望诗前的火炬》（八首）保持了作者一贯的诗写特点，青春式的激情与人文关怀的结合
，以论入诗，但论得有力干净；整组诗无疑是充满活力和才情纵放的，如果某些句子再多一些打磨和
推敲可能会更好。马永波的《忽明忽暗的秋天》（八首）是从他前几年作品中选出来的，保持了他一
贯的水准。独白性和叙事性是这组诗的最大特点。我曾经有个看法：90年代滥殇的（来源于翻译诗歌
的）所谓“叙事性”手法，马永波是重要的源头之一。而这一点恰恰被评论界忽略了。《回到村庄》
（组诗）是雨田的一次新的尝试，作者的书写对象不再是他生活的那座城市，而是回到了生养他的村
庄。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故土的挚爱。《动词的先驱》（九首）是袁勇的最新力作，笔者在阅
读中强烈的感受到一种动感、力感和速度感对视觉的冲击。整组诗隐含着某种暴力倾向，一行行蜂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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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的诗句似乎与烈酒和生命的大苦闷有着某种关联。如果说“激愤出诗人”不是一句废话，那么袁
勇激愤的对象是什么呢？安琪的《幻想性生活》（八首）别开另一种风景。我曾经对相关朋友说过，
中国当前活跃的女诗人中，如以才华论，安琪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这组诗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一个
喜爱大都市但又被围困在大都市的敏感女性的生存困惑。才气、尖锐、陌生化追求以及对心理细节的
准确捕捉，构成这组诗的艺术特色。杜光霞是本期重点介绍的新作者之一，本卷《非非》同时刊出她
的十首诗和两篇论文。作者是一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在读博士研究生，但她的《自传体》（十首）却
很少有学院派的拘谨和刻板，而于自在中显示出某种放任和大气。同为女诗人，杜光霞不像安琪，把
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诗歌形式的实验上，而更注重现实的、底层的诗意挖掘。作者学习写诗的时间
并不长，一开始就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是令人欣喜的。其中《自传体》的内在圆融和诗境的透明，《
农村母亲》所表现的大恨大爱以及真实到近乎残酷的诗写品质，已为作者以后的写作开启了一个值得
期待的前景。梁雪波是本期着重介绍的又一位新作者，本卷《非非》同时刊出他的《石头的声音》（
九首）和一篇论文。《石头的声音》（九首）显示作者的修炼已非一日之功。这是一组纯正的抒情诗
，作者身居南京软性的都市文学氛围中，其写作却与时下流行的诗风判然有别。笔者认为：这组诗达
到的艺术水准，是当今诗坛许多浪得大名的诗人所远远不及的。发星以主编民间诗刊《独立》和提倡
“地域写作”而闻名于诗坛，《黑鹰之魂》（八首）表现了一个少数民族诗人精神传统上的民族性体
认。和作者那些粗犷原始的长诗不同，这组诗写得细腻而温婉，从诗中我们可以读到一种民俗学的原
始神秘。《说不出的桃花》（十首）是从阿翔近期作品中精选出来的，他的诗一般篇幅不长，但于随
意中可见匠心，于散漫中可见内敛，某种浓郁洒脱的诗意是为阿翔所独有的。原散羊是一位蒙古族诗
人，《绝望的秩序》（八首）以马头琴的悠扬向我们演奏了一曲灵魂之歌，我们在流畅的诗句中和作
者一起漫游在满洲里的大地。周伦佑近期因为专心于其他的学术课题，诗歌创作的力度有所减弱。《
大象跳舞》（五首）是从周伦佑近期的作品中选出来的，除《哲学研究》一首，其余四首都与动物有
关，诗的意旨却是直指当下现实的。形而上思考与当下现实批判的结合，构成这五首诗的主要艺术特
色。 

Page 9



《非非·2009（总第十二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