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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诗歌的文学书写与同期文化之间形成了彼此渗透、相互影响，身体书写

构成了９０年代诗歌的重要内容，话语背后表现出差异的、独特的文化立场、文化意识，以身体为文化

视角有效地考察了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影响，并对当代文化理论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意义与启示。
关键词：９０年代诗歌；身体书写；话语；文化互动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是 一 个 无 比 丰 富、复 杂 的

文化时期，９０年代诗歌写作表现为“无主潮、无

定向、无共名”②的 话 语 特 征，它 比 其 它 时 代 更

显出复杂、多变。９０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８０年代的精英主义、文化热潮仍在民间依稀可

寻，而９０年代主体 上 消 费 浪 潮、市 场 转 向 也 随

之而来，后者摆脱了以前高压的政治文化的影

响，不断从集权化的政治话语向市民社会话语

转型，各种新的电 子 媒 介、新 媒 体 成 为９０年 代

的消费景 观，推 动 了 文 化 的 发 展，显 得 无 比 丰

富，无比开阔。这个“十 年”的 诗 歌 不 仅 意 味 着

结束一个世纪迎来新的世纪，同时也意味着各

种观念的 纠 缠、交 汇，在 诗 歌 书 写 的 表 现 与 文

化之间的关联显 得 更 为 复 杂、深 刻。这 就 不 得

不使我们重新对９０年 代 诗 歌 进 行 谱 系 式 的 分

析，同时对 其 进 行 可 能 性 的 剖 析，挖 掘 话 语 潜

藏、遮蔽的 意 识、意 义，重 新 思 考９０年 代 诗 歌

的独特内 涵 及９０年 代 文 化 的 历 史 功 绩，以 及

对当下理论建构的文化启示。
一、９０年代诗歌的命名

１９８９年，无疑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界点。欧

阳江河在《８９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

特征与知识分子 写 作》这 篇 长 文 中 指 出，“１９８９
年将我们的写作划分成以往的和以后的”③，他

在评 论 孙 文 波 的 诗 歌 时 则 用 了“１９９０年 写

作”④这 个 词，较 早 敏 感 地 提 及 与“９０年 代 诗

歌”这一 指 称 相 关 的 术 语，并 明 确 标 明 了 一 种

注重“与众不同 的 禀 赋、气 质、想 像 力 以 及 语 言

方式、风格类 型 的”⑤的 诗 学 意 识。后 来，王 家

新《回答四十个 问 题》、藏 棣《后 朦 胧：作 为 一 种

写作的诗歌》都 不 约 而 同 地 开 始 关 注“９０年 代

诗歌”这一话语及其写作的实践⑥。
当代文学史家 洪 子 诚 指 出：“相 对 于８０年

代，９０年代的 诗 歌 出 现 了 一 些 重 要 变 化，以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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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诗 史 的 范 围 内，可 以 将 它 作 为 一 个‘阶

段’看待。”①但是此阶段的复杂、混乱也无法避

免。“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诗 歌 写 作 呈 现 出 复 杂 的

局面……时代语境 由 二 元 对 抗 而 趋 向 多 重、相

对和暧昧”②，“它 必 须 要 以‘史’的 眼 光 来 梳 理

一个时代的创作及批评状况，也必然会涉及到

具体 诗 人 和 创 作 现 象 及 成 就 的 评 价。因 而，
‘９０年代 诗 歌’成 为 一 个 十 分 敏 感 的 话 题。”③

“任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诗歌言说者、叙述者所做

到的都只 可 能 是 对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诗 歌 的 局

部、片断进行言说、叙 述，当 然 他 们 命 名 的 也 只

能是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诗 歌 的 局 部、片 段。”④无

论如何，９０年代诗歌这一命名开始进入当代诗

歌史及 批 评 的 知 识 谱 系 的 论 说 当 中。而 且 不

同的关于９０年代 诗 歌 相 近 的 命 名，不 同 阶 段、
不同局部 的 批 评、研 究，也 成 为 当 代 诗 歌 史 建

构的主体与言说内容，文学史的前提正是源于

这种种学 派、差 异 视 角，在 对 当 代 诗 歌 史 进 行

“情节编 织”，从 而 让９０年 代 诗 歌 文 献、观 察、
批评、研 究 更 切 近 历 史 的 现 场。同 时，这 种 历

史的客观、中性的 论 述、研 究 也 对９０年 代 在 场

的诗人，以及后期诗人都会提供某些具有可供

参考的意见。正如９０年 代 知 识 分 子 写 作 代 表

诗人孙文波所言：“诗 歌 的 发 展，就 其 一 般 的 历

史规律而 言，一 次 新 的 文 体 的 变 革，在 最 初 的

大规模的革命后，总是需要对一些具体的观念

进行修正，重 新 认 识。所 以，在 九 十 年 代 初 一

些诗人便 开 始 反 省，并 从 这 种 反 省 中 发 现，如

果 不 改 变 写 作 方 式……继 续 写 作 就 很 难 获 得

真正意义上的成功。”⑤

文学史家和 诗 人 们 有 关“９０年 代 诗 歌”的

探讨与研究，既指 出 了 研 究 的 合 理 性、可 行 性，

也为本 课 题 提 供 了 较 好 的 研 究 基 础。随 后 相

继出现的 一 批 相 关 研 究 成 果，如 曾 方 荣 的《反

思与重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诗歌的批评》、王

昌忠的《扩散的综合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诗歌写

作研究》等，则有 对９０年 代 诗 歌 的 各 种 诗 歌 现

象及批 评 论 争 的 较 为 详 细 的 整 体 考 察；王 家

新、孙文 波 编 的《中 国 诗 歌———九 十 年 代 备 忘

录》也收集了当下对“９０年代诗歌”研究的代表

性文献；另外，一 些 与“９０年 代 诗 歌”相 关 的 研

究专著，如罗振亚的《２０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对

“个人化写 作”的 深 入 剖 析；周 瓒《通 过 诗 歌 写

作的潜望镜》对“９０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知

识分子写作”、“民 间 写 作”均 有 深 入 论 述；张 桃

洲《现 代 汉 语 的 诗 性 空 间———新 诗 话 语 研 究》

考察了“９０年代诗歌”中王家新、臧棣、朱朱、西

渡等诗人 个 案，都 为 我 们 考 察９０年 代 诗 歌 提

供了某 些 重 要 的 史 料 和 有 效 的 思 路。李 志 元

的博士论文《当代诗 歌 话 语 形 态 及 其 变 迁》（北

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６年），也以话语的分

析方式 对９０年 代 诗 歌 的“叙 事 性”作 了 深 刻

阐述。
“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有关９０年代诗歌的

研究论文 并 不 多，主 要 集 中 在“身 体 叙 事”，其

中重要的是李志元、张健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

诗歌叙事》（《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学 报》，２００６年 第２
期），该文 把９０年 代 诗 歌 叙 事 分 为 零 度 叙 事、

复调 叙 事、非 史 诗 叙 事（小 叙 事）。赵 思 运 的

《新时 期 女 性 诗 歌 文 本 中 的 躯 体 意 象 研 究》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６期），把“女

性诗歌”文 本 中 的“躯 体 意 象”分 为 四 种：欲 望

主体型、欲 望 客 体 型、主 客 体 交 融 型 和 自 恋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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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型。这 一 类 论 文 对 本 课 题 研 究 有 所 帮 助。
但是，在术 语 的 表 达 与 统 一 性 使 用 方 面，我 们

仍旧 需 要 保 持 警 惕。显 然，学 界 过 多 重 视 的

“民间写作”研究并非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诗歌”的

整体概况，我们还 得 依 据 扎 实、详 细 的９０年 代

诗歌史料 的 梳 理 来 重 新 认 知、判 断９０年 代 诗

歌，探讨 其 写 作 的 可 能 及 对 当 下 文 化 建 构 的

意义。
近两年，国 内 陆 续 有 相 关 的 专 著 出 版，有

探讨９０年代的女 性 诗 歌 的（赵 彬：《断 裂、转 型

与深化———中 国 九 十 年 代 诗 歌 写 作 研 究》，光

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１），有 探 讨“下 半 身”口 语 诗

歌的（唐欣：《说 话 的 诗 歌》，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２），有 探 讨 海 子 对９０年 代 以 来 诗 歌 影

响的（赵晖：《海 子，一 个“８０年 代”文 学 镜 像 的

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可见，９０年 代

诗歌已经或正在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不

断出现新的理论成果。
尽管我们 目 前 已 经 拥 有 上 述 的 文 献 与 成

果，但毋庸 讳 言，有 关９０年 代 诗 歌，至 今 还 处

于较为简单和单一的研究现状，有待开掘的层

面几乎是不言而 喻 的。如 何 由 表 及 里、深 刻 探

讨９０年代诗歌的 内 部 生 长 机 制 与 文 化 的 相 互

影响，则相应地成 为 了 本 课 题 研 究 的 重 点。９０
年代诗歌研究还有许多资源可供利用和开发，
一方面重 点 在 于 按 文 学 自 身 的 规 律 去 考 察 诗

歌生长的自然图景，一方面又不得不迫使我们

从社会、时 代 的 文 化 语 境 中 对９０年 代 诗 歌 的

种种流派、差异性的书写现象进行一次谱系性

梳 理，并 从 中 探 讨 文 学 如 何 受 文 化 语 境 的

影响。
正如 笔 者 在《走 向 反 讽 叙 事———２０世 纪

８０年 代 诗 歌 的 符 号 学 研 究》①一 书 中 将８０年

代诗歌看 做 同 期 文 化 的 重 要 形 式，正 如８０年

代诗歌的书写也 同 时 成 为８０年 代 文 化 书 写 的

重要内容那样，９０年代诗歌显然也成为同期文

化的重要书写内容与形式，参与了同期文化的

消费化、物 质 化 等 文 化 观 念 的 传 播、影 响。而

且，９０年代诗歌比８０年 代 诗 歌 书 写 及 其 表 现

场域显得 更 为 复 杂、多 变。诚 如９０年 代 在 场

的诗人王家新所说：“９０年代诗歌”之所以被有

些论者作为一个诗 歌 史 的 概 念 提 出 来（见 程 光

炜《９０年代诗 歌：另 一 种 意 义 的 命 名》，《山 花》

１９９７年第３期），就 在 于 它 体 现 了 这 种 艺 术 转

变，除了欧 阳 江 河 说 的 旨 在“结 束 群 众 写 作 与

政治写作 这 两 个 神 话”外，我 想 它 要 结 束 的 还

有一个“纯诗”神 话。这 种“纯 诗”写 作 在８０年

代非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潮流中自有意义，对于

诗人们语 言 意 识 的 觉 醒 和 诗 歌 技 艺 也 是 一 次

必要的历练。……９０年代诗学的意义，就在于

它自觉消解了这种“二 元 对 立”模 式；它 在 根 本

上并不放弃文学独立性和自律性的努力，但它

却有效地 在 文 学 与 话 语、写 作 与 语 境、伦 理 与

审美、历史关怀与个人自由之间重建了一种相

互摩擦的 互 文 张 力 关 系，从 而 使９０年 代 的 诗

歌成为一 种 对 我 们 的 现 实 命 运 既 有 所 承 担 而

又向诗歌 的 所 有 精 神 与 技 艺 尺 度 及 可 能 性 敞

开的艺术。② 如何面对９０年代的理解问题，也

是当下文化 所 当 关 注 的 重 点。９０年 代 诗 人 在

语言上的 探 索，在 文 化 上 的 激 进 写 作 态 度，也

给诸如如何厘清９０年 代 与８０年 代 诗 歌、新 世

纪诗歌之间的关 系，带 来 了 不 少 困 难。曾 方 荣

认为，“面对多元 发 展 与 复 杂 尴 尬 的９０年 代 诗

歌，我们确实存在 着 命 名 的 困 惑。但 诗 性 的 缺

失与读者的缺席 作 为９０年 代 诗 歌 所 体 现 出 来

的整体特征，应是 不 争 的 事 实，也 应 是９０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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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发展的致命伤。”①

如前所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学是９０年代

文化的 重 要 内 容 与 表 现 形 式。从 文 化 的 视 角

考察９０年 代 诗 歌 的 发 展 趋 势 与 诗 体 意 识，也

说明了 文 学 无 法 回 避 现 实 的 文 化 语 境，而 社

会、时代对文学的 影 响 也 将 表 现 为 正 面／反 面、
肯定／否定，对诗歌话 语 进 行 文 化 分 析，也 让 我

们更易看清楚文 学 发 展 的 本 来 面 目。显 然，考

察一个时代，诗歌的书写往往更能呈现这个时

代的 观 念、意 识、思 维，及 其 背 后 的 意 义。因

而，考察９０年 代 文 学 中 的 诗 歌，变 得 尤 为 重

要，自然也有它迫切需要呈现的价值。
二、身体书写：一种诗歌考察视角

８０年代末９０年 代 初，随 着 中 国 政 治 和 社

会重心向 资 本、物 质 的 整 体 性 倾 斜，此 前 数 十

年一直受 到 社 会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实 践 严 厉 监 视

和压抑的物欲人欲，以前所未有的海啸般的势

头反弹和释 放 开 来。９０年 代 诗 歌 中 所 出 现 的

较大面 积 的 身 体 书 写 现 象，身 体 在 不 同 的 诗

群、差异性 的 文 本 中 均 有 鲜 活 的 反 映，显 然 得

到了这 一 时 代 背 景 的 有 力 支 撑。不 同 的 身 体

书写自然 呈 现 出 不 同 的 文 化 立 场、精 神 倾 向。
“身体是肉体的。作 为 肉 身，它 是 存 在，而 不 是

虚无；是 物 质 的，而 不 是 精 神 的。当 然 比 起 矿

物和植物，人 的 肉 体 的 存 在 具 有 特 别 性，它 是

血肉之躯。而与一 般 的 动 物 相 比，人 的 肉 体 是

一个人 性 化 的 肉 体。但 任 何 一 个 人 的 身 体 既

是自然赋予的，也 是 文 化 生 成 的。”②本 课 题 试

图通过考 察 差 异 性、独 特 性 的 身 体 书 写，来 考

察这些 身 体 符 号 背 后 所 携 带 的 文 学／文 化 意

义，以 及 这 种 意 义 与 时 代 的 彼 此 渗 透、相 互

影响。

身体在西方一直 处 于 一 种 敞 开、发 展 的 状

态，也是西 方 艺 术 所 要 表 达 的 一 个 重 要 领 域，

他们利用不同的艺术形式破除身体的假象，从

身体 出 发 考 察 艺 术 的 表 现 力 量、思 想 内 涵。
“任何一种艺术都 是 直 接 或 者 间 接 地 关 涉 人 的

身体的。没有对于 身 体 的 刻 画，也 就 没 有 了 关

于人的 艺 术。艺 术 的 一 个 重 要 特 性 就 是 身 体

自身的揭示。”③古希腊诸神的身体充满了美与

爱的光辉、中世纪的身体对道成肉身进行检阅

的同时也 表 现 出 对 种 种 禁 锢 的 抗 争 走 向 了 精

神的复活、文艺复兴时期的蒙娜丽莎则闪烁了

人性的精神的光芒、现代艺术中的身体则充满

了生命主 体 的 焦 虑 与 变 成 欲 望 机 器 的 符 号 化

的幻想。身体从来 没 有 离 开 过 艺 术，且 由 外 部

的、精神的关注走向了对身体内部与被遮蔽的

身体知 觉 现 象 的 探 求。文 化 研 究 学 者 陶 东 风

在《身体 与 身 体 写 作》中 写 道：“身 体 研 究 这 个

议题因而是一个 严 肃 的、批 判 性 的 议 题。我 们

研究身体 写 作 却 不 是 鼓 吹 身 体 写 作 或 欲 望 写

作。相反，这 里 面 包 含 了 我 们 深 刻 的 人 文 忧

思。我们 关 注 身 体 的 政 治 性 与 批 判 性、颠 覆

性，但是我 们 并 不 认 为 身 体 必 然 地、无 条 件 地

具 有 这 种 批 判 性 和 颠 覆 性……身 体 研 究 这 个

议题也是开 放 性 的。”④“我 们 也 不 能 设 想 超 越

文化、超 越 历 史 的 身 体。身 体 虽 然 具 有 生 物、

生理、官能 的 基 础，但 它 同 时 也 具 有 社 会 文 化

的维度。”⑤

一般而言，身体 书 写 是 以８０年 代“女 性 诗

歌”创作为始 端，发 展 到“下 半 身”（２０００年）已

经走向极 端 化、粗 俗 化。对 身 体 的 关 注，一 方

面意味着心灵的解放：他们通过身体书写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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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意识 形 态 为 主 导 的 政 治、道 德 话 语 进 行 解

构、颠覆、消解、去中心；显然，９０年代诗歌的身

体书写便 是 作 为 一 种 文 化 策 略 所 进 行 的 一 种

话语实践；“身 体 写 作 意 味 着：写 作 通 过 亲 近、
疏离、分拆、瓦解等 等 手 段，不 断 地 对 身 体 进 行

再想象、再塑造、再 规 划，它 脱 离 了 启 蒙 叙 事 和

革命叙事，通 过 写 作 这 种 方 式，不 断 地 切 入 到

当下的后现代处境中，成为动荡不定的现实性

的一部分，或 者 我 们 应 该 说，它 通 过 再 造 自 己

的幻想而 让 自 己 在 后 现 代 消 费 政 治 中 成 为 核

心的景观之一”，①通过“身体”书写起到解放心

灵的作用，同 时 也 让 诗 歌 从 外 部 书 写 回 到“身

体”的知 觉 现 象 学 的 生 命 思 考，这 样 的 书 写 是

积极的，探 索 的，其 对 诗 学、诗 艺 也 有 所 拓 展、
深化，富有建设性 的 实 践 与 理 论 意 义，但 是，另

一方面，也 有 一 些 作 品 走 向 对 消 费、物 质 时 代

的欲望化、市 场 化 的 迎 合 与 迷 崇，对“身 体”作

狭隘化、低俗化的表达。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诗 歌 部 分 表 现 为“口 语 写

作”，其话 语 特 征 走 向 叙 事，以 此 区 分８０年 代

诗歌的抒情 话 语。“９０年 代 以 来，诗 歌 中 的 叙

事广泛 兴 起。多 数 诗 人 们 都 感 受 到 了 叙 事 的

‘不可拒绝性’并 进 行 了 多 方 面 的 实 践。他 们

纷纷放逐直接抒情的话语方式，而以日益翻新

的叙事手 法 描 写、陈 述 当 代 生 活 现 象、经 验 和

事件。大面积的诗 歌 叙 事 引 人 瞩 目，有 人 称 之

为９０年代以 来 发 生 的 最 重 要 的 诗 歌 现 象。”②

“‘叙事性’被认 为 是９０年 代 诗 歌 的 共 性，也 被

许多诗人认定 为９０年 代 诗 歌 的 共 名。”③这 类

叙事性的作品因为关注日常生活、重视社会事

件，身体的 书 写 自 然 也 与９０年 代 诗 歌 的 叙 事

为特征的话语发生了某种关联。
显 然，我 们 在 考 察９０年 代 诗 歌 中 的 身 体

书写时，也 不 无 感 觉 到 一 些 问 题 的 存 在，主 要

有如下几点：
第一，身 体 并 非 仅 是 民 间 写 作 专 用，我 们

尽量保持其中性 的、客 观 的 面 目，不 作 极 端 化、
偏见化处理。“身 体”频 繁 出 现 在９０年 代 诗 歌

的“民间写作”中，同 时，也 出 现 在 相 异 于“民 间

写作”的“知 识 分 子 写 作”中，比 如 柏 桦 的《往

事》、肖开愚的《葡 萄 酒》、欧 阳 江 河 的《蛇》、陈

东东的《在南方歌唱》、《形 式 主 义 者 爱 箫》等 一

系列作品。对９０年 代 的“知 识 分 子 写 作”、“神

性写作”的 诗 歌 分 析，可 以 考 察 出 另 一 种 身 体

的处理与关注带给我们的精神意义与积极、丰

富的文化意识。
第二，文学的书写 符 号 背 后 必 然 指 向 了 文

化的诉求与文化意义的建构意识，９０年代诗歌

各不相同的“身体”书 写 及 其 反 映 的 价 值 立 场，
揭示了 其 与９０年 代 同 期 文 化 之 间 存 在 着 互

渗、互动关系。
如 何 深 入 地 探 析９０年 代 诗 歌，身 体 成 为

一种观照 的 理 论 视 角，通 过 对９０年 代 诗 歌 中

的身体书 写，领 悟 不 同 诗 群、诗 人 差 异 性 书 写

对９０年代文化背后不同的思想意义。
由于物 质 主 义、消 费 主 义 的 消 极 影 响，９０

年代诗歌书写出现 了 许 多 问 题，当 下 对“身 体”
的研究陷 入 某 种 趋 同 性、单 一 性 的 误 读，诗 歌

的题材与 低 俗 的 情 感 使 身 体 书 写 中 散 发 浓 烈

的庸俗气息；理论界 对“身 体”的 理 论 研 究 也 缺

少较客观与深入的文化剖析与辩证眼光，仅仅

停留在文学现象的梳理，缺少更为深刻的批判

意识。“‘身体写作’可 能 要 比 我 们 想 象 的 更 复

杂，这里至 少 有 四 种 逻 辑 值 得 关 注：狂 欢 的 逻

辑（对原来的清教 式 的 禁 欲 主 义 的 反 弹）、市 场

的逻辑（作 为 市 场 营 销 的 策 略 把 一 些 非‘身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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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或 是 弱‘身 体 写 作’也 炒 做 成 是‘身 体 写

作’）、反叛的逻 辑（通 过 身 体 来 表 达 个 人 自 由

对抗强 大 的 国 家 主 义 道 德 禁 忌）和 女 权 的 逻

辑。不过，在具体的 个 案 中 这 四 种 逻 辑 可 能 是

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纽结在一起的，并且可能存

在着内在的矛盾与冲突，使我们面对具体的文

本时 往 往 很 难 判 断 到 底 是 哪 一 种 逻 辑 在 起

作用。”①

本课题以“身体”作 为 考 察９０年 代 诗 歌 的

角度，揭示 出 不 同 的、差 异 的 身 体 书 写 背 后 的

文化诉求与 精 神 立 场。９０年 代 诗 歌 研 究 中 的

身体书写，仅是一 种 视 角，打 破 身 体／灵 魂 二 元

对立的哲学立场，探析身体书写背后更为复杂

的文化观念与 思 想 可 能。显 然，不 同 的“身 体”
书写意味 着 不 同 的“声 音”，以９０年 代 诗 歌 中

的不同“身 体”为 考 察 内 容，对 不 同 的 诗 歌 现

象、诗歌群体、诗歌 思 潮、诗 歌 作 品 进 行 话 语 分

析，通过诗歌中 的“身 体”研 究 来 探 析“９０年 代

诗歌”背 后 所 渗 透 的 文 化 意 识 与 精 神 背 景，同

时，考察这些诗歌 书 写 与９０年 代 的 政 治 文 化、
消费文 化 之 间 有 着 重 要 的 互 动 关 系。对 身 体

书写进行哲学、心 理 学、文 化 学、现 象 学 的 多 维

度审视，挖 掘 理 论 建 构 上 具 有 艺 术 性、思 想 性

的诗学范式与写作伦理，同时对当代诗歌史也

不断深入进行“情节 编 织”（新 历 史 主 义 代 表 人

物海登·怀 特 关 于“文 学 史”的 重 要 的 核 心 概

念），丰富 与 完 善“当 代 诗 歌 史”的 历 史 面 貌 与

话语研究。
目前，国内也有许 多 研 究 者 通 过 身 体 视 角

去分析中 国 思 想 史、古 代 文 学 史，笔 者 认 为 身

体作为文 化 视 角 对 厘 清 与 认 知 某 些 文 学 现 象

与文学思想，可以提供一种积极且有效的理解

路径。从不 同 作 家、作 品 对 身 体 的 书 写，可 以

考察出相 异 的、不 同 的 身 体 背 后 的 文 化 意 识、

价值立场。“在认 识 论 上 身 体 是 知 觉 经 验 与 理

性的载体，在 价 值 论 上 身 体 是 实 践 的 主 体，在

美学上身体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接受者，在医

学上身体是诊治的主体，在体育学上身体是强

化的客体，在精神分析学上身体是利必多的承

载与解放 源。”②９０年 代 诗 歌 书 写 中 对 身 体 的

处理，同样也可以深刻地挖掘出诗人的自我及

存在的体验，也同时探讨到时代语境中的文化

情结。身体意象的 涉 及，强 烈 折 射 出 诗 人 的 文

化心态。当 下 我 们 也 自 感 生 活 在 一 个 身 体 处

于隐形监狱毫无秘密的文化现场，身体的缺席

让我们的内心受到异常的挤压，来自体制的种

种规训、误 导，不 断 消 耗 身 体 中 积 极 的 能 量 与

意义审视的 可 能。９０年 代 诗 歌 的 部 分 身 体 书

写，也折射 出 当 下 相 似 的 种 种 精 神 焦 虑 感、绝

望感。“‘九 十 年 代’的 指 称 并 不 仅 仅 表 明‘当

下性’，突然之间，我 们 已 经 置 身 于 世 纪 末 的 十

字路口，与 一 个‘身 体’取 代‘自 我’的 世 界 相

遇。”③身体的透 支 书 写 及 极 端 化 处 理，表 明 当

下的文化 危 机 逐 渐 陷 入 虚 无 主 义 的 话 语 误 区

与表述的危险，这也为当代文化理论建构与发

展提供警示。

９０年代诗 歌 通 过 身 体 作 为 视 角 去 考 察 诗

歌的书写内容，具有以下几点意义：

第一，以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诗 歌 书 写 中“身

体”为 研 究 对 象，对 不 同 的 诗 歌 现 象、诗 歌 群

体、诗歌 思 潮、诗 歌 作 品 进 行 话 语 分 析，考 察

“身体”书写背后 积 极 的 精 神 背 景，推 动 当 代 诗

歌精神性、审 美 性 的 关 注，改 变 当 代 文 学 史 研

究中对９０年 代 诗 歌 书 写 作 单 一 化、简 单 化 的

处理现象，对当代诗歌史的建构也有着补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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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作用。
第二，通过诗歌 中“身 体”研 究 来 重 新 审 视

已经被学界认定的“身 体 叙 事”，考 察“身 体”的

叙事话语背后所揭示的相异的文化意识，以及

９０年代诗歌书 写 与 同 期“文 化”之 间 的 互 动 关

系，这为当 下 诗 歌 研 究、文 化 建 构 提 供 了 某 种

理论参照与思考可能。
第 三，大 量９０年 代 诗 歌 史 料 的 整 理 与 归

纳，以及对 诗 歌 思 潮 与 现 象 的 梳 理，可 以 对 既

定的、因 袭 的 当 代 诗 歌 史 重 新 进 行“情 节 编

织”，从而丰富、补 充 当 代 诗 歌 史 的 写 作 与 理 论

研究。
第四，探讨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诗 歌 书 写 中 相

异的诗学 技 巧 与 写 作 伦 理 的 追 求，可 对９０年

代以来 的 诗 歌 写 作 起 到 一 定 启 示 作 用。身 体

的书写 不 仅 是 一 种 肉 身 的、形 而 下 的 现 象 关

注，也意味“身 体”与 灵 魂 的 深 刻 对 话。“身 体”
的超越性、审 美 性 的 书 写，对 重 新 定 位 诗 歌 写

作路径也极具理论参照价值。
总之，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诗 歌 书 写 中 的“身

体”研究，有一些 实 际 文 本 与 理 论 文 献，但 还 不

够丰富、全 面，此 项 课 题 研 究 继 续 深 入 与 推 进

文献的梳理，将以“身 体”作 为 考 察 的 一 种 视 角

为学界呈现更为 丰 富、综 合 的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诗歌形貌，同时，也 通 过“身 体”这 个 角 度，尝 试

剖析其 相 异 的 价 值 立 场 与 文 化 意 识。任 何 历

史都是当代史。今天以“身体”为视角，研究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诗歌 也 是 为 当 下 文 化 反 思 与 建 构

提供某 些 理 论 参 考。这 也 是 本 课 题 积 极 追 求

的动力所在。
三、９０年代诗歌与９０年代文化的互动

戴锦华在《隐形书写———９０年代中国文化

研究》一书中“将９０年 代 中 国 的 文 化 格 局 称 之

为一处‘镜城’，一 处 文 化 的‘公 用 空 间’：国 家、
跨国资本、中央、地 方、企 业、个 人，在 极 端 不 同

而间或共同的利益驱动下，彼此剧烈冲突抑或

‘无间’合作。此 间 似 乎 有 着 尖 锐 矛 盾 的 社 会

群体、利 益 集 团———诸 如 所 谓 官 方 与 民 间、中

心与边缘、权 力 机 构 和 社 会 抗 衡，在 某 种 新 的

组合与重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奇异的相互借

重与‘和谐’共生现 象。”①“以‘镜 城’来 喻 示９０
年代中国文化，旨在描述其意识形态立场与现

实基础的斑驳多 端、繁 复 杂 陈。这 有 如 一 处 以

无数面 光 洁 明 净 之 镜 所 建 构 的 城 池；镜 镜 相

映，光影闪烁，致使幻影幢幢、歧路丛生。”②

陈平原 也 如 此 描 述：“他 们 或 许 从 来 没 有

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来没

有像今 天 这 样 意 识 到 自 身 的 无 足 轻 重。此 前

那种先知先觉的悲壮情怀，在商品流通中变得

一钱不值。于 是，现 代 中 国 的 堂 吉 诃 德 们，最

可悲的结 局 很 可 能 不 只 是 因 其 离 经 叛 道 而 遭

受政治权威的 处 罚，而 且 因 其‘道 德’、‘理 想’、
‘激情’而被市场所遗弃。”③

文学是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王 国 维 说

过，“一代有一代 文 学”。而 文 学 因 为 其 语 言 的

优势成为 某 个 时 代 的 重 要 表 意、符 号 形 式，语

言保存了文学，也就保存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基

因、精神传承。文学 书 写 成 为 某 个 时 代 文 化 最

主要的 具 体 内 容。诗 歌 是 文 学 中 最 为 重 要 的

形式与内容之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诗歌如同８０
年代诗歌在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也成为

同期文化的重要文化样式。

９０年代，无疑深受西方后现代语境与思潮

的影响，“他 者”文 化 影 响、塑 造 本 土 文 化 的 同

时，也时刻接受种 种 改 装、过 滤 式 的 认 同，对 同

期文化产生重要 的 影 响。“后 现 代 身 体 写 作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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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的身体政治原则在中国并未被普遍接受，
但是，文学 界 情 况 不 同，在 普 遍 对 后 现 代 持 怀

疑拒斥态度的中国，文学创作及理论界最先开

始了对后 现 代 的 传 播 和 接 受，直 到 如 今，热 烈

响应希望 后 现 代 理 论 的 学 者 几 乎 无 一 例 外 都

是来自 文 学 界。而 新 生 化 作 家 以 身 体 的 名 义

所进行的 一 系 列 还 原 或 者 解 构 活 动 构 成 了 其

波澜壮阔且不断发展的运动画面。”①在种种话

语背后也隐含着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在

以消费文 化 为 主 潮 的９０年 代，我 们 仍 然 发 现

存在种种 不 同 的 文 化 意 识 的 相 互 纠 缠、抗 衡。
对于主流、中 心 化 的 经 济—消 费 话 语 而 言，其

他话语相 对 处 于 受 压 与 遮 蔽 状 态，通 过 对９０
年代诗歌中的身体景观的不同设置与书写，我

们也窥 见 一 孔，清 醒 地 意 识 到 这 单 色 背 后 复

杂、多变 的 文 化 意 识。显 然，这 些 意 识 形 态 相

互纠缠、发展丰富了９０年代文化，９０年代诗歌

成为同期 文 化 印 迹，文 化 互 动 的 内 力 作 用，相

反也影响着９０年代诗歌自身的书写。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诗 歌 中 身 体 的 多 种 书 写，
显然是诗人主观精神意识投射的结果，其作为

话语自 然 会 表 现 出 诗 人 的 某 种 观 念 形 态。９０
年代诗歌中的两种书写倾向：一是诗体本身的

神话写作，二是非 诗 的 反 神 话 写 作。诗 体 维 度

上的身体，则 指 向 诗 学 意 义 上、语 言 本 体 意 义

上的书写，它 通 过 隐 喻、象 征、幻 想、变 形 等 现

代语言 技 巧，裂 变、生 成 艺 术 化、审 美 化 的 身

体，不断通 过 日 常 的、生 理 意 义 的 身 体 向 现 象

学、符号 学 的 文 化 内 部 寻 找 身 体 的 意 义 与 可

能，以此 达 到 身 体 与 灵 魂 的 内 在 契 合、感 应。
而在日常意义上的身体仅是概念意义、生理意

义的维度，显 然 这 样 的 身 体 充 满 了 客 观 性、事

实性，但是 其 非 诗、反 神 话 写 作 把 身 体 与 精 神

分裂化、绝 对 化，这 使 得 非 诗 写 作 包 括 其 中 零

度写作在 内 的 身 体 指 向 了 柏 拉 图 以 来 的 西 方

理性主义 对 身 体／灵 魂 的 二 元 对 立，显 然 这 样

的身体 丧 失 了 更 多 的 书 写 可 能 与 表 意 空 间。

这种非诗 的 反 神 话 写 作 在 后 来 也 逐 渐 表 现 出

其话语自身的问题与表达误区。

消费化、市场化的 文 化 语 境 更 适 合 推 动 身

体景观的展现。身 体 自 然 也 成 为９０年 代 诗 歌

表现的 重 要 内 容。不 同 的 诗 歌 对 身 体 的 介 入

与书写，可 以 折 射 出 差 异 性、独 特 性 的 文 化 意

义与思想观念。文 化 研 究 学 者 陶 东 风 在《身 体

与身体写作》中写 道：“文 学 与 身 体 一 直 是 紧 密

联系的，我 们 不 能 设 想 没 有 身 体 的 文 学 与 文

化，没有身 体 的 写 作，甚 至 不 能 想 象 脱 离 身 体

的一切人类活动，我们当然更不能设想没有身

体 的 审 美 与 艺 术 活 动……我 们 应 该 谈 论 或 值

得谈论的不是是 否 存 在 没 有 身 体／脱 离 身 体 的

文化与文学，也不是是否存在处于文化之外的

身体，而是不同时代的文化以及文学是如何处

理与呈现 身 体 的，事 实 上，身 体 在 文 学 中 的 不

在场本身 也 是 处 理 特 定 的 文 化 处 理 身 体 的 特

定方式。”②

９０年代文 化 本 身 除 了 消 费 性 的 话 语 特 征

之外，仍然纠缠着 政 治 话 语，或 者 说，同 期 文 化

正是市场 化 与 官 方 倡 导 的 意 识 形 态 合 谋 的 文

化事实。没有摆脱 政 治 话 语 的 文 学 创 作，也 无

法回避 消 费 话 语 的 文 化 诱 因。“与 其 说，后 现

代主义文 化，是９０年 代 初 年 中 国 文 化 风 景 线

上重要的段落，不 如 说，这 一‘新’理 论 的 引 入，

成了中国社会转 型 期 有 效 的 政 治（准 政 治？）实

践之一。似乎是一 次 对 后 现 代 式 反 讽 的 反 讽，

其作为一次政治实践的意义，并非出自某种对

其隐蔽的政治性（或 曰‘两 面 性’）的 深 入 辨 析，

而是一次在间或有意识的误读、误用中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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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文化实践。”①“自觉地摆脱、消解多少年

来规范性意识形态对中国作家、诗人的支配和

制约，摆脱 对 于‘独 自 去 成 为’的 恐 惧，最 终 达

到能以个 人 的 方 式 来 承 担 人 类 的 命 运 和 文 学

本身的要求。”②政 治 话 语、消 费 话 语 之 间 形 同

姐妹，有时也表现 为 互 为 母 体，杂 糅、交 错 成 为

９０年代文化的景观。“我们的身体和对身体的

想象与叙 事 在 摆 脱 了 国 家 的 征 用 之 后 是 否 就

已经真正属于我们了，身体既具有极深的文化

意味，又可 能 是 最 反 文 化 的，谈 论 性 并 不 必 然

意味着解放，它也许是权力在通过性进行运作

的结果。所 有 这 些 问 题 中 都 有 巨 大 的 文 化 批

判和美学建构的可能。”③

综上所述，考察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诗 歌 的 发

展，自然放在文学与文化互动的观照视野下进

行，之所以 挑 选 到 身 体 作 为 视 角 与 考 察 内 容，
意图也在于最终 呈 现 文 学／文 化 之 间 的 互 动 的

文化事 实，这 不 同 的 互 动 中 表 现 出 来 的 独 特

性、差 异 性，也 成 为 本 课 题 将 要 重 点 考 察 的

内容。
结语

不断建构诗人的 文 化 身 份，从 多 种 复 杂 的

现代社会中的身份选择中，确立自我的清醒身

份，这 也 是 当 代 诗 人 必 然 作 出 的 选 择 之 一。
“现代人 面 临 持 久 的 自 我 危 机：文 化 的 各 种 表

意活动，对身份的 要 求 过 多，过 于 复 杂，身 份 集

合不再能建构自我，它们非但不能帮助建构稳

定的自我，相反，把自我抛入焦虑之中。”④回归

语言，重视精神，这 无 疑 是９０年 代 知 识 分 子 写

作、神性写 作、大 诗 写 作 对 当 代 诗 歌 书 写 的 重

要话语实践与探 索。不 断 融 入 汉 语 经 验、时 代

语境，创造 出 不 同 于 西 方 重 叙 事、口 语 的 知 性

写作，回归 汉 语 经 验 的 语 言 表 现，回 归 诗 学 经

验上的身 体 认 同，回 归 文 本 经 验 的 诗 体 意 识，
回归人类经验的文化意识，这也许是新世纪诗

歌共同 面 对 的 诗 学 命 题。这 有 待 于 更 多 的 写

作者、研 究 者 去 重 新 深 化、重 新 认 知、重 新 阐

释、重新发现！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１９９０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Ｂｏｄ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ＤＯＮＧ　Ｙｉｎｇ－ｃｈｕ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Ｇｕ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Ｎａｎｎ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ｘｉ，５３０００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１９９０ｓ，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ｅｒｍｅ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ｂｏｄ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ａｎｄ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ｂｏｄｙ　ａ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ｈｅｌｐ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
ｐｏｒａ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１９９０ｓ；ｂｏｄ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ｗｏｒｄ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４３

综述　述评 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诗歌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①

②

③

④

戴锦华：《隐形书写：９０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２３１页。

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关于当代诗学》，《诗探索》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陈定家选编：《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第１５页。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５４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