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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詩選本百年歷程研究（上）



提    要

本書第一次將 1920 ～ 2020 百年來的中國新詩選本作為一個整體加以把握，探討選本編纂

對中國新詩經典化所起的作用。自 1920 年 1 月《新詩集》（第一編）在上海出版，百年來的新

詩編選活動，不僅是新詩傳播與經典化的重要環節，也與新詩創作相互呼應、緊密相聯。

1920 ～ 1948 年的第一階段，此時的選本，更多具有傳播新的詩歌理念、維護新詩合法性、

保存新詩文獻並實現初步的經典化的意義。

1949 ～ 1979 年的第二階段，新詩創作與編選都呈現出「一體化」的特點。這一時期影響最

大的綜合性新詩選本是臧克家主編的《中國新詩選（1919 ～ 1949）》，同時各種文學叢書也成為

具有特殊意味的選本。

1979 ～ 2000 年的第三階段，詩壇的撥亂反正恰恰與新詩選本的破冰之旅結合到了一起。80
年代的新詩選本大規模地向詩歌流派傾斜，90 年代追求審美現代性，體現出對審美本位的認可。

21 世紀以來的第四階段是個未完成的階段，新詩選本的多元化與新詩本身的多元化相一致，

選本的多元混雜、眾聲喧嘩是這一階段最顯著的特徵。

百年新詩編選與創作緊密關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新詩選本確立了新詩的合法性，自

身也是歷史的產物。中國新詩選本的百年歷程，也是百年中國新詩的經典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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