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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诗歌的小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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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网络化的普及、诗人群体的扩大以及

新的生活方式的产生，新世纪诗歌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具有明显的

新特点——这其中尤以小资趣味最具代表性；新世纪诗歌中小资趣味的产生是社会经济的发展、

诗人创作氛围的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就目前来看，新世纪诗歌中的小资趣味

在网络诗歌、新一代诗人群体的诗歌以及女性诗人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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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诗歌在文学中

的地位开始旁落，并逐渐被边缘化；然则 21 世纪以

来的诗坛却再次变得繁荣起来，宛若具有复兴的迹

象：网络诗歌、后现代抒写的盛行，以及下半身、

梨花体、垃圾派、口水派等各种反传统、甚至反诗

歌写作的爆发，让 21 世纪头十年的新诗变得头绪纷

繁。在这些异常活跃的现象中，有一种值得我们特

别关注，那就是不少诗人的作品中开始出现一种特

殊的思想感情，并且有越来越流行的趋势，我们姑

且称之为“小资趣味”。 

一、小资与诗歌中的小资趣味 

“小资”一词最初来源于法语petit bourgeois，

意即“小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是中国当代文

化的一个关键词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资、

小资趣味、小资情调等系列词语已经在诸多报刊杂

志上涌现。小资已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恰切地说

是一种生活情调。小资文学也开始愈来愈广泛地呈

现于读者的视野，并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 

至于“小资”的确切定义，至今还没有一个公

认的界说，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其内涵也不尽相

同。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

过 “新小资产阶级”这样一个观点，但他侧重于从

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群体。在中国，“小

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包含政治与经济在

内的双重含义。《汉语大词典》中对“小资”的诠

释如下：“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财产，主要依靠自

己的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夺别人的阶级，包括中农、

手工业者、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等。”就当下而言，

小资不再作为一种负面身份的标签，不再作为一个

灰色的阶层，转而成为相当一部分人所倡导和崇尚

的生活品味，引领着社会时尚以及文化追求。张丽

曾将小资群体的特征归类如下： 

经济上，小资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有较为体

面的工作和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对物质财富极度

崇拜，生存压力相对较小。他们的经济基础高于一

般民众，但是却无法超出中产阶级的界限。就职业

分布状况而言，小资主要分布在公司白领、自由职

业者、模特、记者、编辑、公务员、广告文案、外

企人员等职业中。 

文化上，大部分小资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受到

欧美等外来文化的感染与熏陶，因而具有较高的文

化修养，追求品位与格调。主要表现为：第一，小

资多追求生活的品位和情调，追求高雅与精致的生

活，善长制造情趣；第二，小资强调自我，标榜个

性，拒绝平庸，追求时尚与流行；第三，小资注重

温暖舒适、富足浪漫的生活。浪漫是小资的标志，

并且这种浪漫带有浓郁的都市化色彩。
①
 

所谓诗歌的小资趣味，自然是反映小资们的生

活方式、价值标准、思想情感的一种诗歌趣味，它

应该是诞生于小资的笔下，表现小资的生活状态。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当代女性诗人尹丽

川写于2000年的《深圳：吃了一顿饭》： 

“这座城市是假的” 

你说这话时，面朝大海，神色凝重，跟真的似

的 

可说真的，我们的饭已经快吃完了 

我还是没想通，你开着辆红色跑车来接我 

是不是有点夸张，还不断体贴地问：空调太冷

么？ 

在一家影视公司的老板面前，我决不再是个漂

亮女人 

那我该有过人的才智？你恰到好处地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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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圈没意思，不如跟好朋友聊天…… 

电话一响，你就说：哦，在跟一个朋友聊天…… 

结果我的电话一响，我也这么说：在跟一个朋

友…… 

哎，老兄，有没有搞错？咱俩怎么就成了朋友？ 

你温文尔雅，弄得我没法头角峥嵘 

你热爱国画艺术，弄得我也没什么性欲 

你有的是房子车子，弄得咱俩也没什么话题 

你有的是漂亮女人，弄得我冥思苦想： 

咱们为什么要在一起吃饭？ 

“下次我带你去盐田，那边的海鲜更好。” 

你不厌其烦，冲我微微一笑。搞得像雪米莉的

小说 

雪米莉我还见过一次，一个慈眉善目的四川老

头子 

是不是我中毒太深？关于男人女人，我首先想

到的 

就是男女关系。除此，就是朋友，那更功利： 

我不懂国画，你不看小说；你不是出版商，我

不演电视剧。 

我为什么要答应一起吃饭呢？包括下次的
②
 

在这首诗中，诗人向我们叙述了一位影视公司

的老板请“我”吃了一顿饭的全过程。诗歌从一开

头便以“红色跑车”、“影视公司的老板”等词语

暗示了这一顿饭的档次，接着从第八行至第十一行，

诗人又通过对所谓“朋友”的描述，讽刺了“影视

圈”的虚伪。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诗人反复提出“为

什么吃饭”这一问题：“老板”与“我”既不是涉

世未深、对某些东西抱有幻想的小青年（以“雪米

莉的小说”来暗指）；也不是为了所谓“男人女人”

的“男女关系”；更不是兴趣爱好相同或两人之间

职业有所关联的“朋友”。诗人所表现出的这种困

惑，其实正对应了诗歌的第一行：“‘这座城市是

假的’”，从而间接地讽刺了现代人的虚伪与做作。 

但是如果从小资趣味这一层面来分析的话，我

们就可以发现，吃饭的二人自然具备一定的经济基

础、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诗中所表现出的这样一种

思想感情与生活状态，其实正是小资阶级的思想与

生活。在诗中，诗人虽然揭露出现代人以金钱、美

色、名声等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并借以讽刺现代

人之间的虚伪与做作，然而在根本上，这一切都仅

仅只是从小资阶级这一层面来考虑的。此诗以小资

阶级为立足点，用小资阶级的口吻反映小资阶级的

生活状况，这正是新世纪以来诗歌中小资趣味的典

型体现。 

新世纪诗歌中所包含的小资趣味并不少见，纵

观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整体状况，我们可以发现，无

论是从诗歌语言，还是从其思想中，我们都能感受

到这么一种浓郁的小资趣味：无论是新世纪以来蓬

勃兴起的网络诗歌与诗歌民刊，还是迅速崛起的新

一代诗人群体，又或者是持续发展与变化的女性诗

人群体等，从各个媒介、各种方式传播的诗作中，

我们都能发现其作品所具有的小资趣味。 

二、网络诗歌的小资趣味 

网络诗歌在中国属于新生事物。国际互联网在

1990年代初才开始进入我国，网络文学的成长与发

展则更晚。时间虽短，但其发展速度却极快，几年

前，评论家李霞收集、整理的“汉语诗歌网站、诗

歌论坛名录”已经达到了475个，这还仅仅是“专业”

的诗歌网站，并不包括综合性的文学论坛与频道等

其他形式。这之中的很多诗歌网站、论坛，如“诗

生活”、“诗江湖”、“中国诗歌流派”、“界限”、

“诗家园”、“中国诗人网”、等，“无论是其作

者群、总体容量、信息流量、整体质量、诗艺追求、

风格趣味等方面均已经有了初步规范化的意义，发

挥着初步的选择、凸显的功能，这对于良好诗歌生

态的形成无疑是有益的。”
③
 

相对20世纪的中国新诗，网络语境中的21世纪

诗歌已经在创作情态、阅读形式和诗学意义上产生

了极为明显的变动。这种变动的一个重要表现正在

于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上的丰裕、城市化的

进展而反映在诗歌中的小资趣味。 

首先，从诗歌的词语层面上看，在新世纪的网

络诗歌中，诸如“车”、“咖啡”、“高楼”、“电

邮”、“小区”等现代性词汇出现得越来越频繁，

并具有了特定的指代意义。而“夕阳”、“黑夜”、

“长城”、“云朵”等意向的传统涵义也在被逐渐

消解并转化为符合网络诗歌语境的新涵义。这些词

语的出现以及词语含义的变化从另一个层面上来

说，正是诗人们的小资情调在网络诗歌中的具体体

现。其次，从诗歌的形式结构上看，直白的、直抒

胸臆式的诗歌形式已然不再多见，网络诗歌的结构

更多地倾向于一种含蓄的、意向之间跳跃幅度极大

的形式，让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了模棱两可

的含义。最后，从诗歌的内涵上来看，网络诗歌所

表达的感情更多地倾向于诗人内心与自我而不是外

界与他人；在网络诗歌创作中，诗人们更愿意抒写

的是自我反省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思考，而不是对社

会现象的阐释与批评，他们倾向于站在小资阶级的

立场上提出与解决问题，并体现在诗歌的创作中。 

实际上，网络诗歌所包含的小资趣味在现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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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诗歌传播媒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网络的虚

拟性以及面具化特征，客观上为诗人表露真实的内

心、抒发真实的情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诗人以充

分自由的姿态游曳网络，不存在真实生活中的那些

所谓的身份“认证”或者严谨的制度约束。诗人的

称呼能够随意编造，从而可以隐藏诗人的真实身份，

诗人因此不用担心自己在网络世界的频繁出现会对

现实生活产生什么样的消极影响或者带来什么不必

要的麻烦。
④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网络诗歌中所表现

出来的小资趣味才显得尤为真实与重要。我们可能

很容易在现实的报刊或者杂志中就能看到各种具有

小资趣味的诗歌或者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但是这

些作品往往都是经过多次加工后的产物。网络以其

所特有的属性，能够最为直观地表现出诗人们真实

的思想与情感。 

因此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网络的这一系列特性，

促使新世纪的诗人们更多地袒露出他们内心中的小

资趣味，而这些诗歌中的小资趣味也正是新世纪的

诗人们对自身真实生活的一种反映。 

三、“新一代诗人群体”诗歌的小资趣味 

这里所说的“新一代诗人群体”，指的正是自

新世纪以来，活跃于诗坛、网络论坛等平台的所谓

80后、90后诗人群体。在这些新一代的诗人群体中，

最值得关注的是80后诗人群。 

2000年左右初登文坛的80后诗人群，在经过了

几年的积累与沉淀之后，最终在2002年使“80后诗

歌”这个概念被文学界的大部分人所接受： 80后诗

歌，正是出生在1980年代之后的，以春树、阿斐、

谷雨、田荞、泽婴、李原、李傻傻、啊松啊松、镭

言等为代表的诗人们所创作的诗歌作品。 

80后诗人们在创作上并不限于传统的诗歌理论

或技巧，而是依靠个人的经验与直觉来写作，没有

任何忌讳或所谓的“影响的焦虑”，仿佛是真正的

以心灵来书写作品，达到了一种非常自由的写作状

态。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这些80后新一代诗

人因其自小生活与成长的环境以及来自学校、家庭

的影响，较之以前的诗人群体，在生活与体验上具

有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的生命体验表现在诗歌上，

正是小资趣味的抒发。 

以阿斐为例，他出生于 1980 年，被称为“80 后

第一位诗人”，其诗歌语言简洁、意向奇特、思想

新颖。在其代表作《众口铄金》中，诗人写道： 

朋友告诉我 

我变了 

是变了 

面目全非 

群众的眼神已经异样 

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 

而我昨天还是个小孩 

孩子的母亲躺在床上 

像一只毫无灵感的蚌 

机械地睡着 

像所有初为人母者那样 

没有目的\没有记忆 

梦中她的丈夫披红挂彩 

乡间最耀眼的新郎 

如果我是一头猪 

命运会赏赐给我一个猪圈吗 

如果我是一个人 

孩子她妈，是否会赏给我一个安稳的未来 

所以我变了 

变成了朋友预想的模样 

一个坐着八抬大轿的草民 

战战兢兢地伸出孱弱的手 

迎合命运的安排 

像甘霖之下无辜的万物
⑤
 

全诗的语言张力十足，简洁而精炼地表达出了

诗人内心的无奈、挣扎与痛苦。诗人在诗歌中借“朋

友”告诉他“变了”，表述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

因为受现实生活所迫，“我”不得不逐步屈服于现

实——诗歌的题目“众口铄金”正是强调了在现实

社会中舆论的强大以及对“我”所造成的巨大压力。

虽然“我”不需要考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是社

会带给诗人的各种压迫，逼使他不得不屈服于现实。

全诗以批判的态度来描写社会以及社会上的人，但

是从本质上来说，诗人仍然站立在小资阶级的立场

上，他所批判的，也正是小资阶级所要批判的——

小资阶级对浪漫与个性的追求被社会与舆论无情地

封杀，诗人在批判它们的同时，也从另一层面上隐

隐地透露出他的小资趣味。 

四、女性诗歌中的小资趣味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日渐

深入以及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女性文学创作呈现

出了异常繁荣的局面。作为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 女性诗歌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有学者曾将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分

为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77年至1983年，

为敏感的觉醒者阶段,代表诗人有舒婷、林子等；第

二阶段自1984年1999年,为执着的建设者阶段, 代

表诗人有翟永明、唐亚平和伊蕾等；第三阶段自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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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为轻松的游戏者阶段,代表诗人有尹丽川和

巫昂等。”
⑥
 

在这里，我们所要着重探讨的正是以尹丽川和

巫昂为代表的第三阶段的女性诗人群体。随着市场

经济与商业社会的不断发展, 物欲的横流导致人们

心灵的异化；而理想的持续消减以及欲望的不断扩

张, 又使时尚女性开始采取一种更为轻松的姿态来

面对这一切。同时,网络传播媒体的兴盛也为女性诗

人提供了更为宽松的写作环境, 既给予她们无限创

造的可能,又让她们能更迅速地将自己的作品和信

息传达给读者。在这样的背景下，“轻松的游戏者”

这种崭新的女性诗歌写作姿态，在新世纪一开始便

浮出水面，并为公众所知晓。也正是因为“轻松”

与“游戏”，才让女性诗人更加自觉地将她们的真

实自我抒发出来，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她

们独特的内心世界。就新世纪以来所产生的影响而

言, 尹丽川和巫昂无疑是这类写作的代表人物。 

实际上，女性诗人的作品相较于男性诗人更具

小资趣味。这不仅仅源于女性比男性有更为纤细的

生活感触，紧张压抑的心理、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

让她们更加向往充满小资趣味的生活。巫昂在题为

《戒指》的作品中曾这样写道： 

一整个下午 

无名指上 

硕大的北极贝戒指 

弄得我心神不宁 

咖啡馆坐满了打发时间的顾客 

每一个，中午都吃多了肉 

两颊肿胀，不停开黄腔 

我把戒指脱下 

放在桌上 

斜对面的同性恋人 

正在打电子游戏 

他们一定厌倦了对方 

保持着一两公分的距离 

只有胳膊肘偶然相撞 

再特别的情感也会遭遇滑铁卢 

何况是那么两个
⑦
 

在这首诗中，诗人一开始便说“戒指”弄得“我

心神不宁”，暗指此刻严重困扰着“我”的感情难

题，接着诗人又通过在诗歌中对“打发时间的顾客”

以及“斜对面的同性恋人”的描述，暗示出诗人自

己感情上所遭遇到的“滑铁卢”这一事实。我们可

以发现“我”的内心是被压抑着的，在这种压抑的

心理中，其他人的种种表现在“我”的心中都被同

化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诗人虽然没有直接在诗

歌中表露出她的小资趣味，但是却已然将她的小资

情趣暗含在了字里行间。无论是“硕大的北极贝戒

指”，还是“咖啡馆”、“同性恋人”、“电子游

戏”等，都暗含有特殊的小资情趣，而这种暗含性

质的小资趣味在不少女性诗人的作品都有所体现。 

五、城市化进程与新世纪诗歌的“小资趣味” 

如果要问什么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最广泛、最深

刻以及最全面,那么它一定是席卷全球的“城市化”

进程。自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城镇化进程可谓

是势不可挡，现代城市的形成步伐亦不断加快。随

着科技的加速发展，城市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面容，

各项生产要素逐渐完备，可以生产除了粮食以外的

几乎所有的东西。“城市化”已经成为现今人们所

不得不关注与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 

“城市化”这个概念从理论上讲并不复杂。在

城市社会学中，“城市化”一直被定义为一种“人

口现象”即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增长过程。然而，由

于这个过程不仅直接涉及到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现代性变迁和发展，同时也对其中每

一个个体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文化身份、生命

理想甚至于审美情怀等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

我们可以说，“城市化进程已然构成当代人类生存

最为重要和直接的‘生活世界背景’或者说‘社会

关系的总和’。”
⑧
在这样的局面下,可以说我们每

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城市的影响,“城市”这样一

个意象于现今而言可谓是无所不在。因此,自 18 世

纪工业革命以来，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与发展的城市

化浪潮,“不仅仅只是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城市数量

激增这种有形实体的急剧增加,最为根本的,是无孔

不入、无处不在的城市意象、城市意识成为了城市

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⑨
 

中国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 1980 年代，比西方

的现代城市化进程晚了将近一个半世纪。1970 年代

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崛起，中

国城市的发展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 1980 年

到2000年,中国城市的发展极其迅速,特别是进入21

世纪之后,这种发展用“日新月异”来说毫不为过，

无论是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还是城市人口的急剧

增长，都表明了城市生活在 1980 年代开始日渐成为

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并在 1990 年代之后占据主导

地位。随着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医疗水平等各个

方面的不断提高，城市人民有足够的条件去寻求更

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资趣味”

开始逐渐被城市居民所了解，并率先成为一部分人

刻意追求的生活方式、情调与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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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文学中小资趣味的渊源可能要追朔到

张爱玲或者更早，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小资趣味”都被视为一种颓废、堕落的生活

方式遭到彻底的批判，其真正被当作一种品格与潮

流被少数城市白领所追求，是在 1990 年代以后。“小

资趣味”之所以被提倡与推崇，虽然与政治生态、

社会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或者

说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迅猛发展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不仅产生了一系列诸如超级市场、

流行音乐、信贷消费、股票、金融、快餐、红酒、

咖啡等气象万千的城市文化符号，也给城市生活者

带来了孤独、冷漠、忧郁、压抑等不同于传统乡村

生活的情绪体验，这些多少具有疾病性质的负面心

理，必须获得适度的宣泄与排解，而小资生活方式

正是纾缓这些情绪的重要通道。 

如此说来，新世纪诗歌中小资趣味的出现与流

行，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换句话说，无论

是 1990 年代以来蔚为壮观的网络诗人群体，还是新

世纪骤然崛起的新一代诗人群体，又或者是处于“轻

松的游戏者”阶段的女性诗人群体，他们诗歌中的

小资趣味正是对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种映射或

者说反映。 

六、结语 

新世纪诗歌中所表现出的这种小资趣味与现代

城市的发展、社会风气的转变、生活水平的提高、

诗人创作氛围的变化等方面都有着十分紧密的关

联。21 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科

技的不断进步以及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如何适应

新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环境成了当下诗人所共同关注

也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物质条件的不断提升让诗

人不必过于担忧来自生存与生活的压力，他们有了

更多的时间去体会与思考。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

以来，诗人写作队伍的不断壮大、诗歌活动的渐趋

频繁、诗歌世俗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以及诗歌民刊和

网络诗歌的空前发达等现象，都表明了新世纪诗歌

的内涵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而越来越多的小资趣

味的流露，正是这种改变的重要表现。它不仅仅意

味着诗歌的某种写作向度，更是诗人们对现今生活

客观、真实的写照。此外，新世纪诗歌中的小资趣

味虽然在各大诗人群体以及诸多诗歌作品中都有所

体现，但是最具代表性的无疑要数网络诗歌、新一

代诗人群体的诗歌以及女性诗歌。不过，这三个群

体往往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具有相当程度的重叠

性：网络诗歌的很大一部分出自于新一代诗人群体

和女性诗人之手，而很多新近崛起女性诗人们本身

就属于新一代的诗人群体，并且最为重要的是，以

上这些诗人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城市之中，

与当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 

虽然小资趣味自 1990 年代以来开始被世人所接

受，甚至被提倡与推崇，但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

诗歌中的小资趣味主要与诗人的“个人性”情感相

关联，而较少追求诗歌的“公共性”价值与意义。

从生命与个人情感的体验上来说，诗歌中的小资趣

味无疑对当代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从深

层次上向我们揭示出新世纪以来诗人的内心世界，

呈现了社会的急剧变化对诗人所产生的强大冲击以

及诗人对此所做出的种种反应。但是从另一方面来

看，诗歌中的小资趣味并未能体现出诗人对社会变

化深刻而理性的认知，与诗歌中的小资趣味相对应

的个人性视角，也很难对社会性、公共性问题做出

及时的反应，诗人们往往会因过多关注自我与当下

而忽视了社会与将来。
⑩
因此，从总体上看，小资趣

味的明滋暗长是新世纪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我们在探讨这一现象对新诗发展的积极意义的同

时，也不能忽视它在新诗“公共性”的建构上可能

产生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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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matic space is a dynamic space with implication. Dramatic space in Homecoming is a realistic 
domestic space based on Pinteresque room. Ruth’s homecoming comes with the collapse of patriarchial authority 
and reorganization of the domestic order. The trouble and conflict in the domestic space indicate the sexual 
relationship in British society after World War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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