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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中文诗歌

【作者】桑克

    李元胜让我来写《诗歌的界限——网上现代诗选》序，这是对我的信任。虽然我的年龄和 能力都不

够写序的资格，但我还是愿意写一篇关于互联网中文诗歌的文章。我现在可以说是 对它E网情深（一

往情深），并且以一顶互联网中文诗歌推广者的帽子为荣。 

    作为一个亲历者，我目睹了中文互联网诗歌的萌芽、发展这一艰辛的历程。在这里我想就 我知道的

一些情况向读者介绍一下。 

    最早的中文诗歌网站是什么时候创办的，我手头缺少这方面的资料，我想最早的萌芽也许 是 诞生

在某个大学教育网或者商业网络公司的一个简单的BBS诗歌讨论区。 

    我的诗歌专栏开通之后，我就以它为圆心进行了新的互联网诗歌漫游之旅。来我专栏的诗 人、评论

家以及诗歌爱好者也渐渐多了起来，月留言量平均在100个左右。也不知道是哪一 天我看到了诗人李

元胜的名字，他在1999年11月创办了诗歌网站“界限”(http://www.limi tpoem.com)，它是从久负盛名

的“重庆文学”网站衍生出来的，它最初用的是虚拟域名，比 起很多一开始只做免费论坛或者免费个

人主页的站点来说，它的技术起点是比较高的，而且 内容要丰富很多。其中，由内地各省十几个诗人

任编委的《界限诗刊》，是传统媒质诗刊在 网上的延续。《界限诗刊》还出了英文版，这为中文诗歌

的对外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 ，它的藏诗楼、诗人照片收藏、民刊资料收藏也很的特色，具有较

高的资料、文献价值。“ 界限”的开通，对中文互联网诗歌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它主办

的“汇银诗歌奖 ”和“柔刚诗歌奖”，使一向缺少扶助的诗人得到了鼓舞，它的设置本身在网上也是

一个吸 引眼球的亮点。最近这届获奖的诗人是蒋浩、杨键和王敖。其中现在美国读比较文学的王敖 

在互联网上是非常活跃的，据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他在2000年《诗生活》的发帖量就达到了 千帖以

上，是个惊人的数字。 

    我在我的专栏里结识了一个叫“zigui”的网友，我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伤心鸟”。他把我 带到了

“古老的”诗歌BBS“新龙门客栈·诗歌讨论区”，在这里我结识了莱耳、小西等活 跃在网络上的诗

人。2000年2月28日，我（内容总监）和莱耳（行政总监）、白玉苦瓜（总版主） 、小西等创办的

“诗生活”网站(http://www.poemlife.com)开通了。它每月5日定期出版“ 诗生活月刊”（前任主持：

高草，现任主编：十红一灰，副主编：赵霞、666）。“诗人专栏 ”、“评论家专栏”里面有王家

新、张曙光、孙文波、陈东东、郑单衣、西渡、侯马、蔡天 新、宋晓贤、吴晨骏、杨小滨、马永波、

林木、周伟驰、唐丹鸿等60多位当代活跃的诗人， 崔卫平、张柠、敬文东、张闳等当代诗歌评论家，

此外，严力、朱大可、曾宏、普珉、黄灿 然、丁丽英、徐江、周瓒等30余位诗人、评论家的专栏正在

制作中。诗生活通讯社是受黑通 社启发而成立的第一家互联网诗歌新闻通讯社。2000年，“诗生活论

坛”成了中文互联网最 热闹、人气最旺盛的诗歌论坛之一，截止到2000年12月中旬的统计，已有300

多位作者在论 坛上发表了3600多首（组）诗作。这和版主高草、王敖、天骄、白玉苦瓜，驻站诗人森

子、李 元胜（请原谅我起的这个“驻站诗人”的名字，像个挂单的），《诗观点》主谈诗人胡续冬、 

沈浩波、马骅、姜涛、敬文东的工作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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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查找一首经典的诗歌作品的话，我建议你到“灵石岛”(http://www.lingshidao. com)去看

看，那里收藏着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国到西方的很多好东西。可以说“灵石岛”是 网上最负盛名的诗

歌仓库之一，它出版有网刊“灵石岛周刊”等，每周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 送各类诗歌精品。它的创办

者灵石（李永毅），现在是北师大外语系在读的博士生。他虽然长 得又黑又瘦，但他却独自一人建设

了如此庞大的灵石岛。灵石岛不像其他的网站拥有BBS， 人声鼎沸的。这里更像一间幽静的阅览室，

网友们在这里静悄悄地出没，汲取着诗歌的营养 。灵石的哥哥李永刚也是中文互联网上让人尊敬的建

设者，他创办的“思想的境界”网站在 我国知识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从李氏兄弟身上，我看到默默奉

献这个词的形成过程，而在互 联网上像他们这样的建设者还有很多很多。 

    如果你想找一个尖锐的个性化的诗歌网站，我觉得“诗江湖”(http://www.netsh.com.cn/ bbs/3307)当

之无愧。它的前身是诗人南人的个人主页，后来这里成了北师大青年诗人的聚 集地，而现在它是著名

的“下半身”诗歌写作团体的大本营。里面活跃着沈浩波、朵渔、巫 昂、尹丽川等诗人，他们从“70

年代出生的诗人”的概念中脱颖而出，提出了自己的“下半 身”主张，找到了具体的实践目标。当

“下半身”刚出现的时候，在“诗江湖论坛”和“诗 生活论坛”等地就出现了“砸砖”和“捍卫”这

样的BBS典型景象，有的网友认为这些诗人 倡导的“下半身”理论根基薄弱，有的网友认为他们有

“做秀”的成分，有的网友认为这是 大胆的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突破。虽然对他们的了解很有限，但我

个人还是认为作为一种写作 主张和写作实践，“下半身”都可以引起我们对诗歌的思考，不管是诗学

意义上的还是社会 学意义上的。这种“砸砖”和“捍卫”现象的存在意味着互联网的自由的存在，而

自由研讨 对于所有诗人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而自由的衍生物“灌水”（指互联网上无关的或者没有 

实际意义的文字）是无法避免的，它有趣味性，但也给网络建设者提出了如何管理的问题。 

    “文学大讲堂”(http://wenxue.newyouth.beida-online.com)，实际上是个综合性的文学 频道，它里面

的诗歌内容是比较丰富的。在“诗网恢恢”的栏目里，不仅包揽了北大等在校 诗人的作品，还广泛搜

集了国内外最新的诗歌思潮与原创作品，它的专题也做得很有特色， 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它严肃而

不乏活泼的因素吸引了很多网友。这和诗人胡续冬、马骅、 冷霜的参与有着重要的关系。和其他诗歌

网站不同的是，“大讲堂”是商业性的教育网站“ 北 大在线”的一部分，它有资金、设施和人才的

优势，这对它的发展很有利。它的不利处 也在于此，因为它很容易受到决策人经济方面考虑的影响，

不像“界限”、“诗生活”等网 站纯是为诗歌而生的，正如一个资深网友说的，“大讲堂”能够走多

远还需要继续观察。但 是我还是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商业网站或者是互联网公司能像“北大在线”一样

独具慧眼为中 文诗歌做出自己的贡献。 

    “锋刃”(http://www.netsh.com.cn/bbs/2549/)，是个以BBS为主的诗歌网页。2000年8月 ，创办者诗

人吕叶成功地在湖南衡阳举办了中国南岳“90年代汉语诗歌研究论坛”，那次论 坛参加者中有很多当

代活跃的诗人，他们的发言为“锋刃论坛”增添了珍贵的网络资源，而 在网上发布的有关研讨的文本

资料为当代汉语诗歌思潮的研究准备了重要的条件，并起到了 积极的推进作用。 

    2000年比较活跃的诗歌网站或者网页还有很多，比如“终点”，它是诗人范想创办的严肃 的诗歌网

站，它的网刊编辑质量也是比较高的，现在已经出版了“拉金”、“阿胥伯利”等 专号。“八千里

路”、“东方古卷”是诗人阿九创办的诗歌、文化论坛，是个寂静的朋友式 的交流场所。“逻各斯”

是诗人一行创办的带有学院色彩的个人主页。“老丫网路诗歌读本 ”是诗人普珉主持的很有魅力的留

言板，里面很多诗歌资料弥足珍贵。“穆旦：新诗的终点 ”（学者枯荷听雨生主持）、“顾城之

城”，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个为已逝诗人设 立的研究性诗歌网站，具有较高的学术性。“中

国诗人”里聚集了很多活跃在网络上的诗人 和诗歌爱好者。 

    还有一些诗歌网站、网页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诗路”、“甜卡车”（诗人康城创办）、 “ 射

门诗社”、“伊甸园诗歌”、“非马个人主页”、“声音”、“东方诗人”、“诗王国” 、“死亡诗

社”、“蒲公英现代诗歌”、“守望者”等都是互联网上知名的诗歌网站或网页 “大学生诗歌论坛”

（诗人欧严、阿丝创办）、“扬子鳄文学论坛”（诗人刘春创办）、“外省 论坛”（诗人简单创

办）、“指点江山论坛”（诗人伊沙、崔恕创办）、“诗歌引擎”（诗歌评 论家席云舒创办）、“存

在论坛”（诗人何求等主持）、“联合诗坛”（诗人象皮等主持）、“ 蓝亭艺坛”（诗人蓝亭创办）

等都是互联网上知名的诗歌论坛(BBS)，和各大学诗歌BBS、商业 网站诗歌BBS相映成辉。《今

天》、《阵地》（诗人森子主持）、《小杂志》（诗人林木、孙文 波主持）、《新大陆诗刊》（诗人

陈铭华主持）、《星星诗刊》、《翼》（诗人周瓒主持）、《 葵》（诗人徐江主持）、《倾向》（诗



人贝岭、杜家祁主持）等传统媒质诗刊如今都有了自己的 网络版。2001年初刚刚创办的“橡皮吧”

（诗人乌青、竖等创办）、“中间论坛”（诗人林苑 中、李樯、朱庆和等主持）等诗歌网站也迅速在

互联网上崛起。“新思想档案”（诗歌评论家 朱大可等主持）、“新语丝”（著名网人方舟子主持）

等海外综合性站点，涉及诗歌的部分也 具有相当的质量。 

    从“界限”、“灵石岛”、“诗生活”、“诗江湖”开始，2000年成了中国诗歌网站发展 最快的一

年，有很多新网站创办，上网的诗人也越来越多了，影响也越来越大，套用俗语， 真可谓是“雨后春

笋”。因为篇幅，因为视野，我只能介绍其中一小部分，还请大家原谅。 据我了解到的不完全的数

字，中文的诗歌网站、网页、BBS、专栏等在2000年已经达到1万个 以上，如果把它们都一一列举下

来，我想足可以编成一本《互联网中文诗歌站点指南》一类 的手册。这里其他没说到的诗歌网站，我

个人表示歉意，也同时向你们表示敬意，因为你们 的努力也是中文互联网诗歌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

成部分。很多网友对1万以上这个数字很 吃惊，而我在一家美国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报道：根据互

联网搜索引擎Lycos，美国诗歌 网站在1999年所有搜索项目中受欢迎程度居第8位，Lycos还列出了

228400多个诗歌站点。美 国 诗人学会行政主任比尔·沃兹沃斯在2000年4月美国全国诗歌月上解释

说：“可能互联网 是诗歌普及化发展过程中最有戏剧性的一个例证。”（消息来源：《今日美国》）

这么一比， 中文诗歌网站的质量尤其是技术保障还是落后的，无论是自身规模、数量，还是网页设

计， 抑或是域名级别。“诗生活”是中文互联网第一个拥有独立国际域名和独立服务器的非商业 性

的诗歌网站，而不少的诗歌网站用的是虚拟域名，或者是向商业网站申请的免费空间，有 的甚至只有

一个免费论坛，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诗歌网站的建设和发展。比如“诗江湖” 因为免费论坛的性能

和空间限制、访问者的数量大而申请了备用论坛，“灵石岛”因为资源 占用空间大而不得不取消了论

坛。技术支持、硬件设施和部分必要的投资将是中文互联网诗 歌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在网站模

式、网站设计等方面具有独创性的网站还是少数，像 “诗生活”创立的诗人专栏、评论家专栏和驻站

诗人等模式被很多诗歌网站所借鉴，从技术 上说，它的诗生活论坛也是国内诗歌网站论坛中基于

WEB页面的第一个。“橡皮吧”的网站 设计精细独到，可以说是目前诗歌网站中设计水平最高者之

一。“界限”的诗人图片库模式 、“诗人救护车”的慈善救助模式、“诗艺频道”的Flash制作模式

等都给诗歌网站的主办 者们提供了很大的启发。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在OICQ上聊天，说起办诗歌

网站的艰难，我 说，热情是目前诗歌网站得以存活和发展的主要生产力。如果以后还想要有更大的发

展，资 金将是所有诗歌网站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为网站硬件建设和技术保障等问题实际上也都是 

资金问题。可以说这些严峻的问题已经摆在所有诗歌网站建设者们的面前了，仅仅靠热情是 不够的。 

    在1997年7月福建武夷山举行的“现代汉诗研讨会”上，美国加州大学的学者杜国清提交了 名为

《网路诗学：20世纪汉诗展望》（注：原载《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的

论文，这是最早涉及到互联网中文诗歌的学术论文 。在文中，杜国清非常有远见地提出：“由于开始

席卷全球的国际网路(Internet)势将改变 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因而可能产生出一种新的国

际网路诗学(Internet Poetic s)。”接着，他“从创作、构思、想象、意象、象征等方面探讨了网路诗学

一些特殊性格和 诗的效用”（王光明语）。虽然杜国清对互联网中文诗歌形态的探讨处于笼统和粗疏

的阶段， 许多方面还显得陌生，更多方面还有待于深入了解和思考，但他这次探讨的起点要远远高于 

内地许多还处于社会学层面的关于“网络文学”的讨论，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和研究方 向的开

始。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有关互联网给文学尤其是诗歌带来的变化等问题。我一向不赞成网络 文学这样

的提法，也不赞成网络诗歌的提法，我觉得作为一个概念它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如果它和诗歌是

平行的概念，那是违背常识的、根本不能成立的事情。不能因为到了互联 网上，诗歌就成了另外的东

西，标准也跟着变了。诗歌的标准还是诗歌的标准，变化的只是 诗歌的形态。如果它是从属于诗歌概

念的概念，那么它也是不准确的，因为网络本身是什么 呢？它赋予了诗歌以什么样的新标志和新特征

呢？如果把它命名为“网络体诗歌”似乎准确了 一些，它至少点出了所谓的网络诗歌只是一种形态的

变化，或者说形态上的巨大变化。现在 许多“网络诗歌”运用的还是传统媒质上刊布的那种诗歌形

态，这就说明这种变化还是传播 方式和刊载媒质的变化，还不是本质性的。况且这些大量的在网上刊

载、传播的作品质量还 是比较幼稚的，它们还仅仅是个开始，需要进一步的训练和磨练（尤其要培养

节制能力，不 要滥用自由写作权利，不要追求过度快感，要具备起码的艺术修养等等），这和诗人上

网的 相对数量比较少以及网络自身培养的诗人还处于发育期有关。许多评论家对互联网上的诗歌 持

有异议，大多数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对网络自由初期鱼目混杂、多元话 语嘈杂的状



况感到陌生或者不太习惯。现在这种状况也正在静悄悄地改变之中，很多人从方 便、快捷（比如聊

天、游戏、查找资料、收发电子邮件等）的角度入手正在逐步适应互联网， 对互联网诗歌的认识同时

也在进一步的提高、加深之中。 

    那么互联网究竟给了诗歌什么样的独有的写作方式和作品形态呢？我个人认为超级链接体诗 歌和多

媒体诗歌将是一个时期内“网络体诗歌”发展的主要方向。而过早地建立“互联网诗 学”显得不太现

实，因为有效文本才刚刚开始自己的构建旅程。 

    互联网的诗歌形式革命甚至是形态革命到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我相信在这方面（ 多媒体

诗歌写作、超级链接体诗歌写作等），互联网将给诗歌带来重大的革命性的变化。它 在社会意义上的

革命已经非常明显了（很多评论家和网络界人士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 撰写了大量的肯定互联网

的文章和评论）。因为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不必经过出版机构 、印刷机构而能比较自由地书写个

人话语了，每个人都有发表诗歌作品的权利了（当然也有 发表垃圾的权利——但能不能吸引住网虫的

眼球，那就是网虫选择的权利了）和被阅读的可 能了，打破了传统媒质诗歌载体编辑和传播的单一结

构以及垄断性地位。除此之外最重要的 是，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诗歌作品形态的变化才是真正的

本质性的变化——这比起社会 学层面的讨论有了更大的进步，已经具备了诗学的意义。相关的互联网

中文诗歌具体的实践 与研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诗歌界最重要的最富有建设性的工作之一。 

    评论家王一川对超级链接文本有过较为精确的说明和深刻的阐述：“‘超级文本’(hypert ext)原指

在计算机视窗体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互连接的数据系统。而应用到文学中，所谓 超级文本文学则指

如下一种特殊情形：一个文学文本的创作总是来源于对其他文本资源的阅 读。网络正是一个巨大的多

重或超级文本系统，它向作者和读者源源不断地供给文学资源。 这 个超级文本的一个基本特点，正

是链式结构。你在键盘上敲击一个词语，这超级文本链条可 能会向你显示几个或几十个相近或类似词

语供你选择，使你的联想与想象能力大大拓展。你 在写作或编辑一个文本时，它可能会共时地向你显

示呈链状或树状分布的一大群不同文 本，导致众多文本在一个文本中的聚集。于是，你写作的哪怕只

有一个文本，它本身就可能 具有或包含着更大的‘超级文本’，从而具有一种超级文本特点，丰富读

者的阅读。这表明 ，超级文本文学可以突破通常文学文本的线性结构而呈现链性特征，体现出网络时

代的文学 特有的文本资源丰富性、文本多义性和阅读开放性。这一点也恰好可以同当今文论界时髦的 

‘intertextuality’（互文本性）之类术语相应和，这决不是简单的巧合。”紧接着，王一 川指出：

“但是，超级文本文学所具有的所谓文本资源丰富性、文本多义性和阅读开放性如 果仅仅出于网上随

机选择、提取或组合，或者字典辞书式的资料堆积，而不是来自独特的精 神创造，那它就极可能是苍

白无力的文本拼贴，由此也就不大可能产生出真正伟大的文学了 。”（注：以上引文见王一川《网络

时代文学：什么是不能少的》，原载2000年《大家》转引自《 诗生活论坛》。）王一川这种忧虑，正

是网上“口水诗歌”、“随机诗歌”等“垃圾文本”产生的根源 ，这也正是互联网建造的一个花里胡

哨的仙境/陷阱，一个同音词的两面性在这里得到了充 分展示。但是网上“垃圾诗歌”和网下“垃圾

诗歌”的存在状况是一样的，都是不可能避免 的，也不足为奇。 

    现在在互联网上已有很多网站采用了多媒体和超级链接方式，但用于诗歌作品制作的，还 比 较少

见，比如“诗艺频道”（于洛生等多人合作）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诗歌MTV，为诗配上了 活动的画

面。我从去年开始进行超级链接体诗歌作品“显微镜”的写作实验，对超级链接体 诗歌有一些具体的

感受。它不仅需要写作者具有诗歌写作技术的基础，还需要具有网络技术 的基础，这两个基础达到一

定水准和一定的和谐程度才有可能写出比较完整的网络体诗歌作 品。 

    这本诗选中的作品基本上是传统诗歌形态的作品，它与传统媒质诗歌作品不同的是，它们 全都流布

在互联网上，有的是在线写出的，保留了创作时的原始样貌，没有网下写作的停顿 期和修改期；有的

作品在互动的过程中有了一些变动，因而出现了一首诗有不同版本的情况 。而一些诗人是直接在互联

网上成长起来的，如666、唐不遇、小西、竖、查理、May31（徐 晨亮）、欧阳斌、夏至、

lonelypig、赵霞、蓝亭、忘了、一行、晶晶白骨精、许多、乌青、 饭饭、肉、象皮、剑枫、初相遇、

王晓渔、churdy、斯人、蓝猫、罗池、拉家渡、胡不归、 欧亚、简单等，他们没有网下那些诗人成长

期的经历，也不必考虑更多的社会历史的传承问 题，他们更加自由和充满活力的语言方式，和年龄、

时代有一定关系的已经起了变化的价值 取向，给互联网中文诗歌制造了活跃的未来幻像。而一些在网

下就已成名的诗人对“互联网 上出生”的诗人起到了启蒙、影响、引导、推动、教育、暗示等作用，

同时由于自由和开放 性的获得使自己的创作也在网上显示了新的活力，他们交叉性的技术特征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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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给他们 的作品开拓了崭新的视野。严格说来，这些入选作品都不是“网络体诗歌”，仍旧是“文

本 体诗歌”。这本传统媒质诗选以重要的诗歌网站为基本编辑单元，和其他“网络诗选”的编 辑体

例不同，有较高的资料、文献价值，所选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在互联网上也是比较突出的 。当互联网给

我们和诗歌以自由的时候，让我们“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 屏住呼吸”（西川：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中南大学文学院 

中南大学文学院座落在古城长沙

美丽的岳麓山下、湘江之滨，在

原中文系的基础上于200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介绍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创

建于1956年，已有50余年办学历

史。现任院长谢建忠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西师大文学院的前身是中国语

言文学系，是省内同类院系中历

史最久、实力最强的院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