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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是诗歌的
黄金时代，朦胧诗兴起，美学
热复暖，李元洛的《诗美学》
也就在此时问世。此书1984
年执笔，1987年由江苏文艺
出版社出版，立刻在众多同
类著作中脱颖而出，好评如
潮。台湾东大图书公司趁热
打铁，在1990年2月抓紧出了
修订版，而且一版再版。时至
今日，影响犹在，余绪未消，
人民文学出版社恭请作者再
次修订补充后，于2016年8月
隆重推出《诗美学》新版，足
证此书经得起时间检验而能
传之久远，不愧为“我国第一
部成体系的诗歌美学理论著
作”。

黄维樑先生在序中评价
李元洛的《诗美学》时，用了
龙学学者对《文心雕龙》形容
的“体大思精”四个字，我很
赞同。在我想象中，这部书更
像一座诗美博物长廊，作者
就是带领我们观摩长廊各展
室的一名神采飞扬、口吐珠

玑的讲解员。长廊从入到出，
共设有15个展室，就是此书的
15章。它们是按照“诗人———
文本——— 读者”这样一个诗
歌生产流程来展示诗美发生
流转变化的。其中每一章也
就是一个展室。诗人与读者
分别处于诗美流程的两端，
前者决定诗美的发生与成
形，后者决定诗美的接受与
传播，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密
切，不宜割裂开单独审视。故
而书中用了三章来论述，即
第一章“诗人的美学素质”，
第九章“尊重读者是一门艺
术”，第十五章“作者与读者
的盟约”。它们分别占了首、
中、末3个位置，构成全书主
干，是长廊的主要展室。其余
12章是就诗歌文本中的各种
审美因素，分门别类，进行发
掘梳理，是长廊的其他展室。

从主要展室看，第一章
的副题是“论诗的审美主体
之美”，诗美流程即由此开
端。作者宣布：“我的诗美学，

就是想从‘审美主体’这一点
出发，在没有终点线也没有
边界碑的美学领域里，去认
识诗作者这一个‘自己’，进
而去探寻那无穷的诗美秘
密。”文学主体性的主张现在
看来很平常，当时却曾引起
不大不小的争议风波。李元
洛能较早地在其著作中触及
这一敏感问题，并明确地表
明自己的看法，是需要有学
术勇气的。他说：“我认为要
突破过去思维的封闭性与求
同性的状态，在承认诗美的
客观性的同时，要充分认识
和肯定表现诗美的审美主体
的能动性，即诗美的主观
性。”诗美的决定因素在诗
人，诗人必须具有诗歌创作
不可或缺的心理机制，如天
赋、气质、独特的思维与感觉
等，“诗的创作，需要写诗所
独有的才华，即诗性思维与
诗性智慧，需要艺术敏感甚
至是艺术直觉。”“诗性思维”
的提出富有创意，直取诗美
核心，在书中不断闪现。什么
是诗性思维呢？在李元洛看
来，该思维具有“丰富多彩的
脱俗的想象力”“对文字具有
敏锐的感受力和高强的驱遣
力”，它们来自个人的灵感、
个人的直觉。

第九章虽然是“论诗的
含蓄美”，看似从读者欣赏角
度分析，实际的指向是诗人，
指出诗人在创作时要考虑到

读者，既不能使读者无门可
入，也不能一览无余，要留有
空白，留有想象思考的余地，
也就是要激发读者的“审美
的再创造”。元洛不仅从古代
典籍中引用许多含蓄蕴藉方
面的论述，还用刚从西方导
入的信息论和接受美学来解
释这一古老命题，指出诗所
传递的是一种“信息”，而“信
息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互
为条件的结果，是主客体共
同创造的美学内容”。

第十五章是最后一章，
从诗美流程说是到了末端，
也就是读者对诗文本的鉴
赏，可正副标题上写的仍然
是创作与鉴赏之间的关系，确
实，谈创作时不能不联系读者
的欣赏，谈鉴赏时又怎能不牵
连到诗人的创作呢？一方面

“可以说，否认了读者的鉴赏，
也就否认了创作自己本身”，
没有读者的欣赏，诗的生命只
能戛然而止。另一方面，读者
的再创造又必须以诗人的创
作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再
创造就等于零。诗人与读者在
诗的燃烧过程中谁也离不开
谁。正因此，李元洛别出心裁
地用“作者与读者的盟约”来
界定二者的地位，说：“创造与
鉴赏这一对互为对象的美学
范畴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话
来描写，那就是：互相依存，
彼此促进。”

弄清了诗人与读者的关

系，就可以关注诗文本中的美
了，这就是其他12章的任务。
这些展室是如何排列的呢？有
无次序？我看是大体则有，具
体则无，这怎么讲？从有序看，
作者是按照创作时的过程，从
内向外、由里至表地安排的，
即 ：“ 意 ”( 思 想 美 、感 情
美)———“象”(意象美、意境
美、想象美、时空美)———“言”
(语言美、形式美)，符合《周易
略例》中说的“意以象尽，象
以言著”的诗歌解剖学。从无
序说，有些章节无法纳入上
述范畴，就只好额外单列，如

“阳刚美与阴柔美”谈的是诗
的风格；“通感美”讲的是诗
的技巧；“自然美”专论古今
山水诗；“中西交融之美”则
就继承与借鉴发表看法。

读完全书，走出诗美博
物长廊，我们心目中的真诗
好诗也就渐渐成形了。它至
少应该符合如下的基本条
件：一是应有基于真善美之
普世准则的对人生(生命、自
然、社会、历史、宇宙)之新的
感悟与新的发现；二是应有
合乎诗的基本美学规范(鲜
活的意象、巧妙的构思、完美
的结构、精妙的语言、和谐的
韵律)的新的艺术表现；三是
应有激发读者主动参与作品
再创造的刺激性。经过如此
丰茂精粹的诗歌理论与实例
密集轮番的碰撞，我们对此
还有疑问吗？

□袁忠岳

穿越古今中外
探寻人间真诗

【文化论坛】

“我居然读了一本假
书……”一位买到《人类简
史——— 我们人类这些年》的
读者如此感慨。对这本书的
大量吐槽出现在豆瓣等平
台，此书在豆瓣评分低至2 . 5
分，并被打上了“山寨”字样。

这本《人类简史》，2016
年5月出版，作者署名“亚特伍
德”，腰封标红并加大加粗的

推荐语是：“一部让你大开眼
界的奇作！”然而，真正让读者

“大开眼界”的是，这本书山寨
了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
的《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
帝》。在各大图书销售网站上，
山寨版《人类简史》与“正版”
出现在同一页面或相邻推荐
位置，且封面设计非常相似。
大量读者被误导，购买之后看

到内文，才发现这是一本“骗
钱的山寨书，还不如百度百科
加中学课本”……

《人类简史——— 从动物
到上帝》是生于1976年的以
色列新锐历史学家尤瓦尔·
赫拉利的作品。这部书在
2012年出版后，受到世界学
术界瞩目并很快被翻译为近
30种文字，畅销全球。中信出
版社在引进版权后，分别于
2014年和2017年印行了前后
两版，销量已突破百万册，成
为现象级畅销书。

山寨版的《人类简史》不
仅仅抄袭了书名，更重要的是
内容粗制滥造。书中大段文字
是对百度百科的简单改写，只
是通过语句调整规避重复率。
作为一本历史读物，全书没有
任何史料考证和注释。最终的

参考书目简单罗列了7本国外
史学书的中译本，其中还包括
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
史》。该书作者“亚特伍德”的
名字颇具迷惑性，听着像是外
国作者，实际上却是中国的一
位职业写手。

一本研究人类历史文化
的著作，需要具有独特的、深
刻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批判的
眼光，还应体现文化精神和
积极探索真理的精神，表现
出严谨的学术精神、可贵的
求知精神。山寨版《人类简
史》根本没有基本的文化和
学术品格，却通过职业写手

“攒书”，代为发行，买卖书
号，“刷榜”，采用规避法律的
手段流到了图书市场。

目前，在图书出版市场
上，只要某一本书畅销，随即

就会出现无论是书名还是封
面都极相似的“双胞胎”“多胞
胎”图书。“山寨图书”多以畅
销书为拷贝、复制的目标，它
没有精心的图书策划，没有对
知识产权的法律敬畏，更谈不
上文化的原创动力，仅仅是通
过低投入，搭上畅销书的车，
取得高额图书销售利润。图书
出版专业人士指出，图书出版
界出现的那些“山寨图书”，有
的不仅仅是跟风、复制，而是
已经变成“赤裸裸的抄袭”。更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山寨抄袭
在业内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甚至变成图书出版界的“潜规
则”。这种复制、抄袭、跟风、粗
制滥造的“山寨图书”如果泛
滥不止，对我们的图书出版、
阅读生活、文化创造带来的
只能是毁灭性的打击。

《人类简史》

是怎样被“山寨”的
□杜浩

【书市观潮】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唐
杰忠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
85岁。唐杰忠居然85岁了？随
即又去翻查他的合作对象，马
季若在世已83岁，郝爱民78

岁，最年轻的姜昆67岁……这
感觉不对，明明想到唐杰忠的
时候，浮在脑海中的形象，永
远是四十来岁不到五十岁的
样子，胖乎乎，满脸福相，脸上
总是笑容满面的样子。

想到唐杰忠会想到什
么？与他关联的，除了那张笑
脸之外，恐怕就是“马季”“姜
昆”“相声”“春晚”等为数不
多的关键词了，至于他演出
的经典作品如《虎口遐想》

《电梯奇遇》《学唱歌》《着急》
《重大新闻》等，谁还能清晰
记得里面的桥段与笑点呢？

这是所有老一代艺术家
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尴
尬状况，有人记得他们的形
象，有人熟悉他们的名字，有
人能想到他们在舞台上的意

气风发——— 当一个包袱成功
抖响，他和搭档不经意间从表
情中传递出来的一点得意与
满足感……就算是这些，也如
一滴浓墨落在洁白的宣纸之
上，慢慢地洇开，慢慢地淡了。

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相
声演员也可以归于艺人行列，
但唐杰忠算什么样的艺人？说
他是天桥艺人，显然不合适，
他已经走出了天桥的狭小概
念；说他是流行意义上的艺
人，更不合适，因为在他身上
寻找不到一点流行艺人的痕
迹。他和他所在的娱乐时代一
样，简单、朴素，娱乐就是娱
乐，没有太多的幺蛾子。他那
个时代的绝大多数艺人的名
字，在后面冠以“艺术家”的称
谓，都很妥帖。

生活中的唐杰忠什么样？
少有人知道。他去世之后，关
于他的家庭生活、他的人生曲
折，几乎没有任何“料”可以
挖，当然，在他当红的时候，全
民八卦的风气根本没有形成。
想到他就会想到相声、想到艺
术、想到人品。

说到人品，唐杰忠与姜
昆合作了小20年，一次脸没
红过，一次架没吵过，台上相

互调侃，台下相敬如宾，人品
与艺品相得益彰。这么说来，
唐杰忠就是老版的于谦呀。
对比之下，于谦过得更不容
易些，郭德纲经常在外面惹
出口舌之祸，记者避免不了
去让于谦发表观点，但这么
多年来，于谦没有说过一次
错话。于谦的品德，显然是从
唐杰忠们身上继承来的。

相声最好的年代，就是
唐杰忠、马季、姜昆红火的那
十来年。他们不是电影明星，
受欢迎程度却要大于电影明
星，他们比电影明星更多地
出现在观众与听众那里。他
们用相声为观众解乏、出气
儿，却从不向观众索求什么，
没有天价出场费，也不随便
跨界到别的娱乐领域挣钱，
用相声界的老规矩约束着自
己，如果说相声是门祖业，那
么唐杰忠和他的朋友们算是
把这门祖业发扬光大但又没
让祖业变形走样的一代。

唐杰忠去世，很不适合
用“一个时代结束了”这样烂
大街的语句来形容，因为相
声时代早就结束了。在有了
互联网之后，在娱乐平台、娱
乐方式多到泛滥之后，在人

们的娱乐重心全面转移之
后，相声就渐渐枯萎了。郭德
纲刚火的那几年，“复兴相
声”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现
在看来，也不过是相声的一
次回光返照，他的弟子们在
综艺节目中说的那些相声，
看着很是令人尴尬。相声曾
回光返照过，但“相声已死”
却早已成为事实。

侯宝林、马三立去世的时
候，已经是相声界“大师谢幕”
的标志性事件。精神领袖走
了，相声界就乱了。亏得尚且
掌握相声界权力的那老哥几
个，在乱象发生时还知道拉扯
门帘，尽力不让家丑外扬。相
声界所受到的冲击，其实和娱
乐业以及其他行业领域所受
到的冲击是一模一样的，单独
要求相声界守住阵脚、底线不
乱，说实话也是奢求。

唐杰忠去世，除了那些记
得他的观众会感谢当年他带
来的欢笑与陪伴，对相声界会
有什么影响？恐怕不会有任何
触动。相声创作与表演，已经
是铁板一块。标志人物的离
世，会让相声在娱乐的水面之
下继续下坠，最终坠到一个谁
也无法看见的角落。

□韩浩月

由唐杰忠去世

想到相声最好的年代

【第三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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