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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壇正來在一個「引爆點」上

⊙ 藍棣之

 

Tipping point，「引爆點」。 這個術語源自流行病學，指某種傳染病達到超出任何能控制

它進一步傳播的能力的「點」，又譯「拐彎點」、「翻轉點」、「踢爆點」等。格拉德威爾

在他所撰的暢銷書《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中給出的定義是：「質變來臨前的關

鍵一點，就像沸點和臨界點」。我在此文中使用此術語的意思是，「中產階級立場寫作」的

高調出場，使詩壇來到一個重要的「引爆點」上。自1990年以來一直在不斷被邊緣化的詩

壇，很快就會來一個「大轉變」。

兩年前（2006）的秋天，在北京大學和首都師大聯合舉辦的一次「國際詩歌研討會」上，我

曾經呼籲在對待意識形態問題上來一些變化，以改變詩壇長期被自己心甘情願地封鎖在邊緣

地帶的困局。我帶去的論文題目為《從歐陽江河的那篇長文談起》，我所談的歐陽江河那篇

長文的題目為《1989年後國內詩歌寫作：本土氣質、中年特徵與知識份子身份》，發表於

1993年2月。論文的作者歐陽江河平日喜歡涉獵新的理論，求新求異求深，我感覺他是當下詩

壇理論方面的話題人物。他這篇著名論文（在他的詩文集《站在虛構一邊》[2001年三聯版]

裏佔了45頁）實質上是「知識份子立場寫作」的「話題」淵源。但我並不打算在這裏分析他

關於「知識份子立場寫作」可能性的論述，而是要分析他關於意識形態對於新詩的影響的相

關論述。

作為一位卓有成就的青年詩人，歐陽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了意識形態對於新詩創作的深刻影

響。他說：1989是個非常特殊的年代，屬於那種加了著重號的、可以從事實和時間中脫離出

來單獨存在的象徵性時間。他說對一代詩人的寫作來說，1989年並非從頭開始，但似乎比從

頭開始還要困難。已經產生了一種深刻的中斷，詩歌寫作的某個階段已經結束，許多作品都

失效了，以往的寫作成為隔世之作。在這種情況下，有沒有一種新的寫作可能性呢？歐陽論

述說：對抗主題的寫作顯得無足輕重，難以構成真正的對抗，抗議作為一個詩歌主題，其可

能性已經被耗盡了。

他一方面排除為群眾運動寫作和為政治事件寫作，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政治並非處於生活和

寫作之外，也非缺席於生活和寫作之中。他失望地問：「那個叫做權力、制度、時代和群眾

的龐然大物會讀我們的詩歌嗎？」歐陽從1989-1993這個「轉型期」創作裏總結出的詩歌寫作

可能性的主要趨向就是知識份子立場寫作，以及這種寫作的三個要點：本土氣質、中年特徵

和知識份子身份。我在《論當前詩歌寫作的幾種可能性》（《文學評論》2000年第5期）一文

裏給他的立論做了一個概括，給予充分肯定，但認為他只談知識份子的晦澀寫作這種可能

性，未免把路想像得太窄了，態度也相當悲觀。儘管如此，這篇論文仍然是我們討論這個問

題時一個重要的出發點，是一篇重要文獻。

我認為歐陽江河在這篇論文裏所表述的關於詩歌寫作與意識形態關係的觀念，對於後來的



「知識份子立場寫作」，甚至對於1997民間立場與知識份子立場的論戰，都有深刻影響。我

認為也就是從這篇論文開始，詩歌創作開始始料所未及地走向邊緣化，詩壇不僅以處在邊緣

地位自傲，也以此悲壯地故步自封。

我自己身處其中，可是我的心情異常複雜。我總覺得非常可惜。我總認為被歐陽江河叫做

「龐然大物」的東西，是會起變化的，而且隨時都在變化之中。同時，對「龐然大物」的看

法，也會變化，甚或變化早已開始。我總是在尋找變化的蛛絲螞跡和變化的可能性，希望有

所發現。果不其然，在2005年夏天，即歐陽文章之後的十二個年頭，我讀到美國學者湯普森

的專著《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通過這本綜述性的厚部頭著作，我瞭解到在西方理論界，

有一批很有影響的思想家和理論家，一直都在談論「意識形態的終結」這個話題。他們論證

說「意識形態時代」即將告終，舊的「意識形態政治」、「意識形態時代」已經完結，政治

進程可以越來越在一個多元化的架構內形成體制化。同時，他們對於法蘭克福學派批評理論

的社會觀和政治觀進行質疑，認為激勵早期批評理論家著作的一些理論和抱負，已經被20世

紀後期的歷史現實弄得黯然失色。

根據這些論述，我感覺到，中國詩壇關於民間與官方的二元對立過於簡單了，應當讓位於多

元化的框架；文學、詩歌與意識形態的簡單對抗，所謂「文學的任務就是對抗意識形態」等

法蘭克福格言，已經因歷史現實的巨大變化而顯得不合時宜。詩壇在這方面，顯然已經落後

於時代，落在潮流之後，就像魯迅筆下的孔乙己那樣，還在那裏堅持著什麼，真夠讓人傷感

的。所以我借回歐陽江河的論文，呼籲詩壇擺脫落後的思維狀態，走出邊緣化處境，儘快及

時趕上時代。

如今（2008）時光又過去了兩年。這兩年裏，全球化進一步發展，世界變化更大，中國的崛

起和變化，有目共睹。在為制定一些重要法規（例如《物權法》）而出現爭議時，中央政府

設法避開關於意識形態的討論。國家的政策決定同意識形態越來越不相關。外國觀察家認為

中國政府是一個基本上成功地排斥了意識形態的政府（Leslie Hook, "The Rise of

China's New Lef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7）。我懷著更多的自信，

繼續尋找著詩壇走出邊緣的轉機。今年（2008）4月，青年學者楊四平約我去安徽蕪湖出席有

關白鴉的詩歌活動，在與白鴉、北魏、楊四平等詩界青年朋友的交往與交談中，我忽然覺得

我看見了希望，看見了詩壇擺脫過時觀念的契機，看見了詩壇正來到一個重要的「引爆點」

上。

長話可以短說，最主要的是我看到白鴉、北魏和楊四平等幾位朋友在詩論和詩創作上的成

就，我覺得正是我要尋找的，正是我要發現的。我在白鴉的詩論裏看到「反對盲目對抗意識

形態」、「反對盲目解構」和「民間與知識份子的對立已經沒有意義」，我吃了一驚，然後

我認定，這是一種新的聲音！然後北魏的詩讓我振奮，北魏所敘述的他進入「民間資本」的

敘述，其間的恥辱與尊嚴，讓我瞭解事態的深度，他關於關注周邊現實的理念，我認定這是

一種新的詩歌！在興奮之中，最終我認為用「中產階級立場寫作」來形容我內心的湧動，來

定形我長期以來的尋找為好。楊四平敏銳地抓住這個話題，他提出立即編輯出版一部相關詩

集，並撰寫重頭前言。我贊成並欣賞四平的安排，我認為在把「中產階級立場寫作」當成詩

歌流派和文藝思潮甚至文學運動推出之前，先行出版一本相關詩選是很有必要的。

關於楊四平所主編的這本詩選，在這裏，我只想說，它正吻合了我心中關於「中產階級立場

寫作」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想法，或許可以簡單概括為這樣幾句話：它以中產階級的身份或

立場，表達中產階級在當下的體驗和理想。在處理素材時，它有中產階級的眼光。它敘述中



國中產階級獨特的故事，敘述中國創業者成長中的自敘傳、血淚書和懺悔錄，還有北魏所說

「敘述他們內心的戲劇性衝突和批判精神。」當我想到十年之內中國將有成千上萬的民營企

業家、商家、知識份子和千萬農民進入城鎮成為中產階級，我就認為詩壇走出邊緣愈早愈

好。一旦走出，就可以大有作為。正是因為這個，我希望四平所主編的這本詩選成為「中產

階級立場寫作」的一個標格，而白鴉、北魏則是這種寫作的得風氣之先者。

文章寫到這裏，我忽然想到一個美國朋友今天剛發來的一個電子郵件。它的內容與我的文章

主題正好有些關係。這位朋友大名Charles，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耶魯大學教授，IUP中文專

案主任，被推選為本屆（海外）中國文學與比較文學協會ACCL主席。他正在安排2009年學術

討論會。會議的主題初步定為「作家，評論家和學者：中國文學與公眾知識份子」，目前他

正在撰寫「徵稿啟示」，但還沒有寫好。他說如果我不太忙的話，他想在日內請我喝茶，一

起看看「徵稿啟示」，提提意見。我於是想，還是「旁觀者清」呵，Charles博士在此時提出

中國作家與公眾知識份子的關係問題，真是太及時了。

我又記起歐陽江河在上文所述文章裏的論點，他說詩人既不是專業知識分子，也不是普遍意

義上所謂知識份子，甚至也不是體制內知識份子，真是再邊緣不過了，或可謂是邊緣的邊

緣。我覺得問題可能就正在這裏。正好相反，作家和詩人，在我們目前所處的後現代社會或

消費社會裏，在文化、文學已經成為產業或消費品的時代，如果不想隨波逐流和被無限地邊

緣化，他就應該成為所謂普遍性知識份子或公眾知識份子。90年代以來所謂「個人化寫

作」，以及知識份子或民間立場寫作，甚至第三條道路寫作或中間代，下半身，所有這些寫

作立場，都應該適當調整自己的身份認同。如果有誰期望公眾喜愛他的文學、詩歌創作，他

就應該瞭解公眾的利益與願望，並且感同身受。

我記起美國現代社會學奠基人，《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一書的作者米爾斯在《社會學的

想像力》一書中曾經諄諄希望，他說現代作家應該多瞭解一些社會學裏的問題，因為傳統的

作家在作品裏提出了好些社會問題，所以他的作品為大眾所關注，而今這類問題都進入了社

會學，已經不在文學作品裏。傳統作品提出社會問題的功能，已經讓位於現代主義作品的純

粹審美功能或藝術形式語言的實驗。所有這些價值，在目前的後現代社會裏被消解，這的確

讓人很傷心，不過，如果作家或詩人若能刻苦學習和投身社會實踐，並把自己培養成合格的

公眾知識份子，他就算是得到了補償。而我們的中產階級立場寫作的宣導者或堅守者，若能

兼有公眾知識份子的品格，那一定是中國的大幸。我認為，事實正是如此，或者說事情正在

往這個方向發展。這也是我讀了四平所主編的這本詩選以及它的理論性很強的「前言」後最

受鼓舞的一點。

藍棣之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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