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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一个被周围人

视作不务正业的青年一边写诗，一边为自己前一年

写下的一组诗做了一件事。工作第五个年头，她依

然时感与单位格格不入。这一年，除了完成组诗

《静安庄》的写作，她还秘密地行动一番，油印出

20 本诗集《女人》，分送友人。第二年秋天，她参

加了由《诗刊》社主办的“青春诗会”，组诗《女

人》之 5 首随后登上《诗刊》，她也从那个为人艳

羡、待遇丰厚的单位辞职，自此，成为“无业”亦

有“志业”的诗人翟永明。

1983 年到 1984 年是翟永明“最不快乐”“最

压抑”的时期，“在 1983 年，我生活中的诸多问题

似乎只能通过写作来发泄，这样我才能在现实中装

模作样地努力扮演某个角色”［1］。正是这段日子，

在照料母亲的病床前，她开始了《女人》的写作。

这组“在乙醚味道的笼罩中完成的，所有的诗句都

与当时内心的黑暗和焦虑有关”［2］的作品最初呈

现在诗人自印的油印诗集上，随后两年间，其中诗

作从半地下走向公开，完成了从非正式到正式发表

的流转，由它出现所引发的讨论也使“女性诗歌”

在当代写作中得以被严肃审视。同时，诗作见诸油

印诗集、非正式刊物以至公开发表、正式出版的经

过勾勒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青年诗人诗作被铭记

的一种轨迹。1983 年 10 月，“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展开，随后一两年发表文学作品的尺度把握、一组

诗的沉浮也成为理解时代的小注脚。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获得正式出版机会前，自印个人诗集是

青年诗人们“波西米亚”式写作与生活状态的重要

表达之一。《女人》经典化的路径作为一个集体经

验的样本，既较为特殊，又清晰地呈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青年诗人如何从幽暗处走到聚光灯下。

一� 《女人》组诗油印本的诞生

《女人》在广为流传前有一段颇为波折的经历。

1986 年 9 月，《诗刊》重点推出《女人》组诗，翟

永明的诗名溢出四川盆地，但这并非横空出世的

亮相，往前数一年半，这组诗已先行在小圈子中流

转。但 1984 年 11 月完成写作时，诗人甚至“从未

想到过它有一天会成为正式的印刷体”［3］，这并非

纯然出自谦虚。在 1981 年与 1982 年，翟永明已先

后在《滇池》与《星星》公开发表诗作，并得到老

一辈诗人、批评家流沙河和钟文等人的关注。但

从 1983 年开始，文艺界空气有所紧张，随着“清

自“油印”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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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女人》组诗的出现意味着翟永明早期写作第一次变调的完成。从 1983
年开始写作这组诗到 1985 年油印同名诗集，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女人”形象“夤夜而

来”，影响的涟漪自此荡开。关于《女人》的研究，文本分析与历史价值判断已甚为丰

富。本文意在回溯《女人》组诗自写作、发表到同名诗集公开出版的具体经过，特别是

将油印本《女人》诗集作为重要史料，通过发表版本异同的比对，辨析这组诗从油印本

出发以至经典的可能性，为观察诗人早期写作的自我调整提供具体语境，亦为理解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诗歌生态构建一个小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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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展开，已不再停留于书写“追

忆似水童年的感伤之作”［4］的翟永明对具有冒犯

属性的《女人》能否公开发表，没有把握。在《诗

刊》发表组诗选章前，一段辗转成为《女人》被忽

略的前史，但它似乎更暗合 20 世纪 80 年代诗歌江

湖的精神气息，它从一个“午后”开始：

在物理所的打字室里，有几个中午我与打

字员小张偷偷地蘸着油墨印我的第二本油印诗

集《女人》，阳光照在那些似乎不是我亲手写

下的奇异的字句和我们墨黑的手上，空气中漫

延着清新的油墨芳香，我似乎在从事一项革命

活动，我想起 9 岁时与几个比我大几岁的孩子

一起印革命传单时的情景，不同的是那时印刷

的快感还在于将几百份传单从高楼撒向人群时

的兴奋，而此时印数仅为 20 份的《女人》却

只能撒向我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我从未想到

过它有一天会成为正式的印刷体，在当时，我

只想送给我那些正在写作的朋友们，以及满足

自己的一点点成就感。［5］

这段文字提供了以下信息：一、它证实了《女人》

组诗最先呈现在自印油印诗集上；二、诗人借助工

作单位的便利，设备与纸张的问题得到解决；三、

《女人》已是诗人的第二本油印诗集；四、“油印”

诗集是一种“行动”，“行动”见出诗人的自我意

识，“偷偷地”“从事一项革命活动”的表述暗示这

番行动的青春气息；五、油印诗集是为了与同样写

作的朋友分享交流。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中期，青年诗人在正式刊

物发表诗作并非易事，正式出版个人诗集就更难

了。因此，青年诗人更普遍地诉诸“私刻”，自印

诗集、自编刊物是现实导致的结果，亦成为这代诗

人一种显著风格。自印以传播使得对自我的建构落

实在具有主体性的行动之上，青年诗人以自主的方

式试图突破传统发表、出版的格局，而随自印诗

集、自编刊物活络联结起来的圈子也成为那个年代

诗歌交流颇为常见的组织方式，一种新的诗歌空间

在生成。翟永明亦不例外，1985 年《女人》组诗

进入朋友们的视野，首先通过一本个人油印诗集。

在新诗史料学家刘福春先生处，笔者见到了当

年 20 本之一的《女人》组诗油印诗集。就着这些

线索，笔者通过邮件和微信访问翟永明女士，她的

回忆提供了有关油印诗集更多的历史细节：

第一本油印诗集我已经不记得了，可能就

是散乱地印了一些早期的诗歌。还记得好像是

叫《错乱》。《女人》只印了 20 份，不敢多印，

因为是单位的纸，怕被发现。小张打字，然后

我负责用滚筒蘸上油墨，印在纸上，最后钉

好。我记得《静安庄》也是有过油印的版本，

也是打字室小张帮我打印的，但是现在也找不

着了。［6］

由于文字刻写的不同方式，油印出版物主要分为

“誊写本”与“打印本”。“誊写本的制作方法是将

蜡纸置于特制的钢板上，用专用铁笔在钢板上刻

写，将刻成的蜡纸装在油印机上，用油墨一张张

刷印或装在滚动式油印机上摇印，然后将印有字

画的纸张装订成册。……打印本用打字机将字打在

蜡纸上，然后采用上述方法制作成册。这种形式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逐渐开始成为油印本印刷的主

要方法。”［7］翟永明的《女人》组诗诗集为油印打

印本，16 开，共 46 页，双面打印，以普通纸张印

成。因油印本开张较大，疏朗的排版与“留白”更

好地保留了每个诗行的完整。诗集封面以“※”符

号为题花，饰以题目“女人”四周，“组诗”两字

位于方框下正中位置。扉页题有杰佛斯与普拉斯的

诗句，随后是诗集序言性质的文章《黑夜的意识》。

诗集分四辑，共 20 首诗［8］。因为自印，油印诗集

上还保留印成后诗人对别字的改动、对分行的重

新处理等校对、修改痕迹，这些改动亦见这组诗

生长的轨迹与诗人对待作品之郑重。扉页处题有

两段诗，分别为杰佛斯“至关重要 / 在我们身上必

须有一个黑夜”和普拉斯“你的身体伤害我 / 就像

世界伤害着上帝”，所摘录两位诗人的诗句不啻为

当时翟永明诗歌趣味的坦白，“黑夜”亦成为诗人

对自我诗歌阐释的一个起点：“我的朋友刘家琨看

完《女人》初稿后，说了一句：我在你的诗里面看

到了黑夜。我那时正在想写一篇序言，他的这句话

就此变成了序言的标题《黑夜的意识》。”［9］

从翟永明处得知，《女人》组诗最初手稿已不

存，油印本《女人》诗集便成为记录这一组诗最接

近于“原作”的版本，它亦是呈现《女人》组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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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版本。说最接近于原作好理解，缘何此版本

还呈现组诗最完整的样子？这就要提到组诗前序言

性质的文章《黑夜的意识》。作为诗人早期陈述诗

歌观念的文章，《黑夜的意识》一文的重要性甚至

不亚于这组诗本身。据笔者所见，油印本《女人》

诗集是唯一同时收有这篇文章与完整组诗的版本。

诗集封面底部印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经与诗

人确认，为完成《女人》组诗写作的时间。《黑夜

的意识》文末注“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于成都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改于成都”，可见，完成组

诗写作后，诗人并未急于印出诗集，而是待《黑夜

的意识》一文修改完成，才着手开印，并将这篇文

章置于组诗之前。《黑夜的意识》一文是翟永明早

期诗歌观念最为完整的一次表达，日后批评家阐释

其诗作所提到的“黑夜意识”，也最先出自她对自

我的觉知。她用一种陡峭、坚定的语调辨析生命经

验与写作的关系，“黑夜”自此成为翟永明诗歌写

作一段时间中的底色。尽管诗集中未出现具体印制

时间，但据《黑夜的意识》一文完成时间及随后收

入民刊的时间来推断，油印本《女人》约印制于

1985 年 4 月中旬至 5 月之间。对翟永明而言，《女

人》的诞生意味着写作的真正开始。

“油印”诗集的行动与“油印诗集”的物质存

在成为铭刻翟永明早期诗歌写作与交往的重要证

据。它兑现了诗人年少时对自己的文字被印刷字体

重述的一份郑重，也使她确认着作为诗人可以拥有

的那一点点成就感。那个研究所的格格不入者彼时

无法想见，带着油墨气味的 20 本《女人》诗集流

向人间，将在诗歌的山谷中引起多少回声。

二� 《女人》组诗选章发表经过

虽已不易考证 20 本油印诗集的具体流向，但

可以确定，其中一本翟永明送给了她的朋友，时任

《诗刊》编辑的唐晓渡。笔者就当年接触《女人》

组诗的经过去信唐晓渡先生，他如是回忆：

我是 1983 年夏认识小翟的。……带她来

的朋友向我推荐了她发在《星星》上的一个组

诗，并介绍说她是“四川的小舒婷”，虽不尽

准确，但也大略道出了其时她作品的风格倾

向。这以后就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次年下半

年我听说她正在写一个大组诗，但真正见到

《女人》组诗的文本应该是 1985 年秋，当然是

油印本。是邮寄给我还是她来北京时带给我的

记不清了，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女人》组诗一读之下的感受既震撼又激

动。震撼是因为完全颠覆了我此前对小翟作品

的印象，激动是因为几乎立即意识到了这组诗

之于当代诗歌的开创性意义。当时我还在作品

组，就马上填了稿笺送审，但在三审环节卡住

了。［10］

此时诗歌非正式出版刊物你方唱罢我登场，诗

人们一方面热情创作，其中一些诗人亦将创办刊物

作为志业来经营，身为编辑的诗人朋友们看见了、

认出了翟永明和她“夤夜而来”的“女人”。从较

私人的、具有指向性的友人赠阅到陆续见诸非正

式出版物，《女人》逐渐溢出相对封闭的传阅半径，

进入到受众更多元、更公开的诗歌空间里。

1985 年，由四川省东方文化研究学会、整体

主义研究学会主办，万夏主编的非正式铅印出版物

《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在成都出刊，《女人》组诗

中《预感》与《七月》两首在创刊号“女诗人”栏

中打头阵。访谈中万夏曾谈及这本刊物当时的情

况：“你知不知道，在那次之前，我们不是把《现

代诗》的集子寄出去了很多，但都是靠宋渠宋炜

他们，他们和全国的联系最多最广。也最早。……

全国各地他们都联系，起码收到 100 个地址。”［11］

作为翟永明主要生活的城市，她早期的诗歌交往

从成都开始。随《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走出成

都，《女人》之《预感》与《七月》首先完成了跨

地域传播。笔者所见这期《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

应为创刊号，封面标注“1985·1”。根据其中收

录石光华《呓鹰》（《和象》选章）诗末的创作时

间“1984.10.15 初稿于成都 1985.2.26 誊改于成都”

以及程宁《夜中之夜》的创作时间“1985.2.7 夜于

成都”来看，封面时间应意味着“1985 年第 1 期”

而非“1985 年 1 月”，但具体出刊时间还有待查证。

根据《黑夜的意识》一文改定时间及这本刊物出版

时间推测，《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极有可能是继

油印本诗集之后，第一本登载《女人》组诗选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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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出版期刊。

这一年，在当代新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

诗选本《新诗潮诗集》由老木编选，为北京大学

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之一，选本中收有《女

人》组诗之《世界》《荒屋》《渴望》《母亲》《独

白》与《憧憬》。由于亦非正式出版物，无版权页，

《新诗潮诗集》具体印制出版的时间是模糊的，根

据“未名湖丛书”编辑说明落款“一九八五年一

月”来看，诗选或应出版于 1985 年上半年。《新诗

潮诗集》所选登《女人》之六首与其他刊物登载篇

目并不重合，编者是否据《女人》油印本收录诗作

还有待查证。《新诗潮诗集》极有可能是第一本选

有《女人》组诗的新诗选本。

这年冬天，由贝岭、孟浪组织编纂的非正式出

版物《当代中国诗歌七十五首》油印出版，封面注

有“北京—上海”，共收 32 位诗人的 75 首作品，

女诗人占 5 位。这一选本较早地辨认出多位后来

成气候的重要诗人，同样为不容忽视的诗歌选本。

《女人》组诗之《噩梦》《证明》《结束》三首入选。

编者附言介绍：

本诗集侧重于介绍和推荐一批编者认为优

秀的诗歌作品，介绍已被时间证明了的、却由

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被读者熟悉的优秀诗人。

而北岛等已被大家熟悉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已

有更好的形式出现，就不用这种方式介绍了。

特在此说明，以免某些轻狂、无聊的文人借此

另作文章。［12］

“这种方式”便是诞生自民间，带着与正统相疏离、

真正以诗歌趣味、相近写作理念为缔结条件的出

版方式。从《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到《新诗潮诗

集》，再到《当代中国诗歌七十五首》，1985 年底，

《女人》以成都为原点在民间荡出的第一层涟漪漫

至北京、上海，其中一大半（至少 11 首）在非正

式出版物中流转开来，这距离翟永明自印油印诗集

不过半年时间。至此，《女人》基本完成了在民间

诗歌场域的第一次传播。

1986 年，时任《诗歌报》编辑的姜诗元看到

了《女人》组诗［13］。当年 6 月 6 日，《诗歌报》第

42 期刊出“崛起的诗群”专版，翟永明《女人》

组诗中《沉默》《生命》《结束》和《母亲》四首刊

于报纸头条，并在诗前配有《诗之我见》。《诗歌

报》成为第一家发表《女人》组诗选章的正式出版

物。随后，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诗

选刊》在 1986 年 8 月号刊出组诗之《沉默》《生

命》《结束》与《母亲》，并于诗尾注明这组诗由

蒋维扬等选自 1986 年 6 月 6 日《诗歌报》。《诗选

刊》的转载是正式出版物对《女人》投来的第二束

目光。

可见，在非正式出版物登载《女人》时，组诗

或曾更早地流转到正式出版物编辑手中。随着“清

除精神污染”运动结束，正式出版物用稿尺度有所

放松，《女人》得以被“再发现”：

我 记 得 1986 年， 压 抑 的 情 况 有 了 变

化。……实际上那两年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

这组诗有没有可能发表。过了整整两年，那两

年我不可能有任何的诗能发表。80 年代，像

我们的诗歌，就是这种状态：你要做好准备，

你的东西有可能是抽屉文学；也可能永远拿不

出来。在这样的状态下，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

认识：我写作，就是为了我自己。［14］

正是这份不迎合发表、“为了自己”而写作的坚持，

《女人》得以诞生，得以在时间中被反复确认，《女

人》在正式刊物的发表过程也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文化界对政治气候反应的一个注脚。1986 年，

唐晓渡再一次将《女人》组诗送审《诗刊》编辑

部，事情发生了一些转机：

1986 年春刘湛秋接任《诗刊》副主编，他

的用稿尺度要开放得多，我就又送了一次；他

的评价要积极得多，不过还是表示要“放一

放”。这一放就又放了大半年，快年底时形势

更明朗了，才决定尽快用出，而且配发评论。

配评论当时是某种“待遇”，表明重视的程度；

而我当时又调到了评论组，于是就有了我那篇

《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不管怎么说，这

组力作历经坎坷终得“正式”发表，还是令我

非常高兴。［15］

翟永明发予笔者当年《诗刊》副主编刘湛秋与编辑

李小雨就《女人》发表写给她的信，两封信与唐晓

渡的回忆几乎重现了《女人》在《诗刊》发表的前

因后果。1986 年夏天，刘湛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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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

你好！

你寄给我的《女人》和信以及《诗歌报》，

都收到了。

你说，你以为你的诗只在你内心和你的朋

友中活着，没想我记得你。其实，我也是你的

友人啊！

……

去年我编《1985 年诗选》，到处找你的诗，

因为只能收公开刊物上的作品，所以无法辑

录，哪怕我能在一家小刊物上发现也好，最后

只有遗憾。

当然，我那时支持你的能力也有限。

现在，我想好些了。今年我想在刊物上发

你一组诗，所以希望能看到你未发的全部作

品，以便精选。

再有，《诗刊》今年就要办“青春诗会”，

一定请你，希望你一定来，如果单位不能报

销，我们再想办法。

字太潦草，我想你从这信中可以了解一

切。盼复！并寄稿。

祝好！

 刘湛秋

 6.19［16］

从“印数仅为 20 份的《女人》却只能撒向我

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17］到刘湛秋信中所述“你

以为你的诗只在你内心和你的朋友中活着”，可见

翟永明的写作自早期便具内向型品格。刘湛秋信中

颇多细节值得注意，比如，他在编选《1985 年诗

选》时曾有意收入翟永明的诗，但因未见其诗作收

于正式刊物，只能抱憾。尽管 1985 年《女人》组

诗已成为非正式出版物一再确认与致敬的佳作，此

时“正式”与“非正式”之间还存在分野，但这样

的分野并非对立或较劲，非正式也并不天然具有更

加先锋的属性。对于好诗的判断，反应的时间差更

归因于两套文学生产机制的差异。此信后，刘湛秋

派时任《诗刊》编辑的李小雨前往成都向翟永明约

稿。回京后，李小雨写信给翟永明，介绍她的诗即

将发表的情况，并再次邀请她参加“青春诗会”：

翟永明：你好！

诗稿均收到，我回来后即送审，我选了 7

首，现已确定九月号发《女人》组诗 7 首，其

中有一首“母亲”与《诗歌报》重复，但我们

领导说没有《母亲》就减色许多，发重了你不

必负责，只重 1 首没什么关系。发大组诗，意

在重点推出新诗人，肯定会引起注目的。且位

置也排得靠前。

……

改稿会你去吗？在山西大同，地点一般，

是王燕生、雷霆二位主办，若可以，还是去去

好。

……

祝好！

 李小雨［18］

参加“青春诗会”后的 1986 年 9 月 10 日，《女

人》亮相《诗刊》9 月号，组诗之《独白》《母亲》

《预感》《世界》《边缘》5 首以及另一新作《我对

你说》以《女人（六首）》为题发表，翟永明一举

成为中国当代最为瞩目的诗人之一。诗人自印诗集

传送友人、编辑举荐、主编定夺、编辑前往地方约

稿、诗人参加改稿会等具体流程亦见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青年诗人在《诗刊》一级的刊物发表作品

的具体经过。《诗刊》最后选定组诗中 5 首，与信

中所言不同，未发表的为哪 2 首不得而知。

组诗提上发表日程后便得到“配发评论”的待

遇。1987 年 2 月号《诗刊》发表唐晓渡的评论文

章《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这篇评论也首次

使“女性诗歌”在中国当代新诗中显学化。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诗刊》发表作品对

青年诗人而言意义非常，这从《诗刊》的发行量可

窥一斑。据曾任《诗刊》社副主任、副编审的诗人

林莽回忆，“《诗刊》的发行量 70 年代末达到过 53

万，90 年代初还有 15 万上下的定数。新世纪开始

只有 5 万，我记得 1986 年前后在 30 万上下”［19］。

“意义”一方面表现为诗坛主流的接纳，另一方面，

以作品在《诗刊》发表为转折点，诗人后续的创

作、发表与出版将得到多方面支持。但与其说《诗

刊》使翟永明获得了更多关注，不如说这一组对更

多读者而言横空出世的《女人》更新了大家对“女

性写作”甚至对新诗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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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三年间，《女人》还在不断昭示它的“经

典”质地，频频入选各种刊物与诗选，这与《诗

刊》的正名不无关系：1986 年 10 月号《中国》选

登《预感》与《七月》；1988 年 2 月，《诗刊》社

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六年诗选》收

录《母亲》；1988 年 3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

版的《青年诗选（1985-1986）》将《女人》选章

收录。海峡彼岸，1989 年 11 月台湾《创世纪》诗

杂志第 77 期刊出《大陆女诗人专辑》，刊《女人》

之《独白》。1988 年 3 月，漓江出版社推出“青年

诗丛”第一辑，《女人》为其中之一。这是翟永明

第一本正式公开出版的个人诗集，距离它的油印本

雏形，已是近四年之后。

三� 对《女人》组诗版本异同的考察

一首诗在不同版本中的呈现如果有异，对比其

中变化将成为打开一首诗非常具体的方式。这些差

异将对理解诗人写作意趣的停靠、出版环境的变化

甚至时代风气的走向提供某些旁证。

目前，笔者查阅到早期登载《女人》组诗与

选章的版本共九种，时间跨度从 1985 年到 1988

年，分别为油印本（下称“油印版”）、《现代诗内

部交流资料》1985 年第 1 期（下称现代版）、《当

代中国诗歌七十五首》（下称“七五版”）、《新诗潮

诗集》（下称“诗潮版”）、《诗歌报》第 42 期（下

称“诗报版”）、《诗选刊》1986 年 8 月号（因其中

选章均来自《诗歌报》，不再单独对比）、《诗刊》

1986 年 9 月号（下称“诗刊版”）、《中国》10 月号

（下称“中国版”）以及漓江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的

“青年诗丛”第一辑之《女人》（下称“漓江版”）。

笔者将其中作品一一比照，特别是将刊物、诗选所

发诗作与作为“初版本”的油印版与“定版本”的

漓江版逐一对比，发现《女人》组诗呈现的差异主

要集中在：诗人自我修改、编辑修改、组诗的完整

性、校对精细度以及刊物对首发作品的微妙心态。

对比九个版本会发现，在 1985 年印成的油印

本与 1988 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女人》之间，

文本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从“变化”到“回归”，正

如翟永明所言，“但后来出诗集，都是按照油印版

的版本”［20］。在油印本与漓江出版社《女人》诗

集之间，就笔者所见，《女人》组诗之《预感》《七

月》《噩梦》《证明》《结束》《沉默》《生命》《母

亲》《独白》《世界》《边缘》《荒屋》《渴望》《憧

憬》14 首至少在 7 种刊物先后发表，其中《预感》

《七月》《母亲》选登三次，《世界》《独白》《结束》

选登二次。受刊物出版篇幅所限，其间各家登载的

诗作均为选章，未能完整呈现作为《女人》组诗整

体的节奏、情绪与意象流动，但《女人》组诗 20

首的写作贯穿着诗人完整的思考与逻辑。因组诗手

稿已不存，油印本作为最早出现的印刷本诗集，是

最接近于诗人“原作”的版本，是最早呈现了组诗

完整情绪流变的版本，是唯一同时收有《女人》组

诗 20 首及诗观《黑夜的意识》的版本。尽管样式

呈现上略显简易，但就文本而言，油印本最接近于

诗人对这组诗的理想呈现方式。笔者现将各版本中

的变化过程做一梳理，其中因规范汉字使用而产生

的变化及明显的错别字因并不更多涉及诗的内蕴，

不再展开论述。

1985 年，《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第 1 期选登

《预感》与《七月》两首。《预感》之后也发表于

《诗刊》，两首均选登于《中国》。作为整组诗的第

一首，《预感》第一节四句中的两句都发生了较为

明显的改变，第一句为：

油印版：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

现代版：穿黑裙的女人寅夜而来

诗刊版：穿黑裙的女人自夜而来

中国版：穿黑裙的女人寅夜而来

漓江版：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

组诗第一句“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中“夤

夜”一词的使用显然是有意为之，“夤夜”为深夜，

指寅时的黑夜，“夤”作为生僻字在现代版中变为

“寅夜”。而“夤”作为动词也有“恭敬”“警惕”

和“攀附上升”的意思，这一句在定下整首诗调子

的同时还赋予“穿黑裙的女人”一种具有性格的

行动姿势。到了诗刊版，“夤夜而来”改为“自夜

而来”，一个字所打开的黑夜氛围瞬时减弱。翟永

明认为 :“其实一直是‘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

不知为何诗刊版改为这样，也许觉得晦涩吧。”［21］

第三句与第四句中，中国版、漓江版与现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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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但从油印版到现代版，变化较为明显：

油印版：我突然想起这个季节鱼都会死去 / 而
每条路正在长癌

现代版：我突然想起这个季节鱼都会死去 / 而
每条路正在穿越飞鸟的痕迹

诗刊版：我突然想起这个季节鱼都会死去 / 而
每条路都穿越飞鸟的痕迹

从“而每条路正在长癌”到“而每条路正在穿

越飞鸟的痕迹”是整首诗改动较大的一处，笔者

就此与翟永明确认，“这一句是自己改的，因为这

组诗我一直在改动，发表之后也都有所改动”［22］。

改动后的表述使一开场就裹挟的黑暗严酷被冲淡

了，一个偏于中正轻盈的比喻使整首诗的调子较之

前明亮，“飞鸟”与“鱼”呼应，两种生命方向的

运动快速打开了诗的空间。目前看，仅油印本保留

有“长癌”的意象。这是极为珍贵的，它记录下翟

永明在早期写作中曾有意触及的某种酷烈力量。

此外，这首诗第三节最后，油印版、现代版与

中国版均为：

梦显得若有所知，从自己的眼睛里 / 我看

到了忘记开花的刀刃 / 在一群骨头上跳舞，给

黄昏施加压力

其中，“在一群骨头上跳舞”第一次消失于诗刊

版中，“这一部分也许是青春诗会上所改，不记得

了。但后来出诗集，都是按照油印本的版本”［23］。

虽然漓江版同样未见此句，但从诗人的回应可见，

油印本最接近于她的理想版本。

这首诗最后一节的变动主要在“夜晚似有似无

地痉挛，像一声咳嗽 / 蹩在喉咙，我已离开这个死

洞”的断行。油印本的分行将“像一声咳嗽”与

“蹩在喉咙”固定在两行诗的两端，将这一声咳嗽

悬置、延长，使“蹩在喉咙”更显出一种压抑感，

现代版与中国版在此未见分行。

收于《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的另一首为《七

月》。对比四个版本，漓江版与油印版几乎一致，

中国版与现代版所节选的诗相同，文本也几乎一

致，甚至连明显的错讹处也相同，如：“只我有在

死亡的怀中发现隐秘”，原诗为：“只有我在死亡的

怀中发现隐秘”，唯一的不同发生在现代版中“从

落日的影子里我感复到”与中国版中“从落日的影

子里我复感到”，而对照油印本与漓江版可发现，

原作这里应是“感受到”。试着推测，也许是现代

版编辑过程中，误将“受”认作“复”字，而中国

版依照现代版编辑时意识到此处有误，但不易推导

出“感受”，故将“感复”颠倒顺序。如果以上推

断成立，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在《女人》持续产生

影响力的过程中，《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作为最

先登载《女人》组诗选章的刊物，也为《女人》的

传播发挥过较大作用。

再看收入油印诗选《当代中国诗歌七十五首》

上的《噩梦》与《证明》，它们或许算得上两首

“新作”。对比油印版、漓江版与七五版会发现，

发表在七五版的这两首曾被“移花接木”。《噩梦》

为组诗第二辑最后一首，在油印版与漓江版均为五

节，七五版《噩梦》变为七节，后加入的两节实为

组诗第三辑第一首《独白》的最后两小节。油印本

的呈现中，《独白》最后两小节排在《噩梦》隔一

页之后的起始处，笔者推测，七五版中《噩梦》多

出两小节极有可能是编辑在翻阅油印本时误多翻一

页，照录而导致。《证明》一首为组诗第三辑第二

首，油印版与漓江版均为四节，七五版为六节，多

出的两小节为第四辑之《生命》的第三、四节，这

两小节同样出现在油印本新一页的卷首，但因为和

前一首《证明》距离较远，且诗中的情绪具有某种

连贯性，笔者就此向诗人确认这样的“拼贴式”是

否有意为之，翟永明回答：“我觉得应该是编辑的

疏忽吧。”［24］另一首《结束》一诗在三个版本中没

有变化。因为本文对象只限定在对翟永明《女人》

的讨论，笔者没有对比《当代中国诗歌七十五首》

中其他诗作是否也存在“拼贴”的情况，但发生

在《女人》选章中三分之二的“大概率”也正说明

了油印出版物在当时的共同处境：制作较为简单粗

陋、编辑流程不完善。诗人一般是从学校、单位等

熟人社会获得油印机、纸张等，或是交予誊印社印

制，但如果诗人本人不参与印制与校对过程，在从

手稿到油印本，或是从油印本到油印本的印制过程

中，编者发生误读是在所难免的。

老木所编《新诗潮诗集》收入《女人》中《世

界》《荒屋》《渴望》《母亲》《独白》与《憧憬》六

首，细查它们与油印版中的呈现，除《独白》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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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改动，《憧憬》第一句“我在何处显现？水里认

不出”，诗潮版应是误印为：“我在何处显乱？水里

认不出”之外，其余 4 首都留下一些值得辨析的地

方。《世界》一诗：

油印版：　 一世界的深奥面孔被风残留，一头白

燧石 / 让时间燃烧成暧昧的幻影

诗潮版：　 一世界的深奥面孔被风残留，一头白

燧石让时间 / 燃烧成腹味的幻影

漓江版：　 一世界的深奥面孔被风残留，一头白

燧石 / 让时间燃烧成暧昧的幻影

“腹味”显然是对“暧昧”两字的误认，“让时

间”断行的前置也未出现于其他版本中。《世界》

一诗原作共六小节，漓江版与油印版完全一致，

《新诗潮诗集》在编选这首诗时，其中四小节在文

字上都或多或少出现了差异。从“我在梦中目空一

切”到“野蛮的土地在梦中目空一切”、“轻轻地走

来”到“但是我走来”、“阵阵潮汐”到“太古的潮

汐”以及“记忆重乱”与最后一小节“因此”两字

的取消，这些细节的变化更像是诗人在炼字炼句

过程中的不同停靠。从油印本可见，“因此”为诗

人在印成后手写加上，虽不能确定老木在编选时

依据了哪个版本，但对比《荒屋》和《渴望》之

后，笔者发现这两首诗与油印版及漓江版的差异更

为明显，这些变化更倾向于提示着诗人对作品的处

理。对比三个版本，发生在《荒屋》一诗中的变化

涉及的已不是显而易见的错讹或字词的改动，特别

是集中在第二、三、四、六小节，几乎可以肯定出

自诗人修改。《荒屋》一诗的前后改动至少有两个

重要提示：一是确认了 1988 年翟永明正式出版的

第一本个人诗集确实以当年油印本为蓝本；二是由

于《新诗潮诗集》所选几首，笔者未见出现于其他

正式及非正式出版物中，编者老木到底据哪版文本

收入，翟永明对这一组诗究竟进行过怎样反复的修

改，不得而知。但《新诗潮诗集》确为我们呈现出

《女人》组诗的一个中间状态。

在《渴望》一诗中，前两节无变化，第三节前

两句完全改动：

油印版：怎样的喧嚣堆积成我的身体 / 无法安

慰，感到有某种物体将形成

诗潮版：收缩夜，当唇齿已不再是 /天作之合，

血大胆飞行，像水

在《母亲》一诗中，除了因纸张宽度限制诗的

分行，诗潮版中仅有一处变化，但值得注意：

油印版：　 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不着痕迹地爱

你，这秘密 / 来自你的一部份，我的

眼睛象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

诗潮版：　 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不着痕迹地爱

你，这秘密来自你的 / 一部份，我的

眼睛象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离去

从“怎样的喧嚣堆积成我的身体 / 无法安慰，

感到有某种物体将形成”到“收缩夜，当唇齿已不

再是 / 天作之合，血大胆飞行，像水”，从“望着

你”到“望着你离去”，诗潮版所呈现的是其他版

本中都未曾出现过的，诗潮版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特别的版本以目睹诗人的修改过程。

1986 年 6 月 6 日，《诗歌报》“崛起的诗群”头

条发表《女人》之《沉默》《生命》《结束》《母亲》

四首，这是《女人》组诗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物中亮

相。《诗选刊》于 1986 年第 8 期转载《诗歌报》所

刊发 4 首，文本一致。《沉默》一诗在油印版与漓

江版中未见不同，诗报版与油印版的差别如下：

油印版：月亮很冷，很古典，已与她天生的 / 禀
赋合为一体，我常常阴郁地 / 揣摩她的手势，却一

无所获

诗报版：月亮很冷，好古典，已与她天生的 /
秉赋合为一体，我常常阴郁地 / 揣摩她的手势，却

一无所获

现已不易确定从“很古典”到“好古典”是出

自诗人还是编辑的修改，但漓江版对“很”的回归

也侧面说明这个字较“好”更贴合整首诗的语调。

《生命》《结束》《母亲》在三个版本中一致。

1986 年《诗刊》9 月号登载《女人（六首）》，

分别为：《独白》《母亲》《预感》《世界》《我对你

说》《边缘》。实际上，《我对你说》并不属于《女

人》组诗，它从写作时间、风格、主题都与《女

人》组诗差异较大，就笔者所见，这是《我对你

说》第一次出现在《女人》组诗中。“这一小节整

个与《女人》无关，应该是青春诗会期间写的，

《诗刊》也放上去了。因为当时《女人》已在一些

民刊上发表，可能《诗刊》就想发一些没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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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5］1988 年出版的《青年诗选（1985-1986）》

依诗刊版编选时，亦将这首照录。

《世界》在油印版与漓江版中均为居中排列，

《诗刊》发表时或因排版限制，未沿用这一排列方

式。对诗歌这样的文体，字、标点、分行所带来的

节奏感都应视为一首诗的必要。《边缘》在诗刊版

与油印版的起首两句均为“傍晚六点钟，夕阳在你

们 / 两腿之间燃烧，焚毁”，漓江版中“焚毁”两

字被删去。

以上梳理可见，在反复修改中，《女人》见证

着诗人早期对自我的辨认过程：“《女人》，我修

改的次数太多，应该是还在寻找和建立一种风格

吧！”［26］同时，由于“写作者”同时作为“出版

者”，个人自印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推出作品最容

易、最快捷的方式，非正式出版物在发表、推出年

轻诗人方面反应迅速，但与此同时，因缺少一套完

整严肃的出版流程，所发作品也时常因为编辑过程

较为粗糙而产生错讹。正式出版物因受更为严格的

出版流程制约，在“发什么” “何时发”等方面常

常受大的社会政治、文化气候左右，这导致了错过

后来被文学史认定为经典作品的首发。

结� 语

1986 年下半年起，学界对翟永明与《女人》

组诗的关注逐渐增强，投向《女人》的目光也使

“女性诗歌”与“女性写作”得到审视。《诗歌报》

《诗刊》相继刊登相关诗论，这一次，评论界对组

诗的关注主要呈现在正式出版物中，它亦意味着

《女人》的历史意义被更普遍地认可了。而由这组

诗更新的诗歌观念从它诞生便持续地为理解中国当

代“女性写作”提供着一个重要的思想支点。

1986 年 10 月 6 日，《诗歌报》发表建之撰写的

短文《女性：觉醒与挑战》，点评了其时崭露头角

的十余位女性诗人，论及翟永明时将她的出现称作

“一种奇特的景观”［27］。以“奇观”定义翟永明其

时写作是恰切的，但它亦将具有主体性的“女人”

再次置于被观看的位置。《女人》组诗之所以在当

时显出殊异，更在于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勇敢直面

世界。她一直“看见”外部：“我一向有着不同寻常

的平静 / 犹如盲者，因此我在白天看见黑夜”［28］；

“一个斜视之眼的注目使空气 / 变得晦涩，如此而

已”［29］；“是怎样的一只眼睛呵让我看见 / 一切方式

现已不存”［30］。

这年冬天，唐晓渡撰文《女性诗歌：从黑夜到

白昼——读翟永明的组诗〈女人〉》，文章作为配

发评论于《诗刊》1987 年 2 月号发表。就笔者所见，

这是最早出现的《女人》组诗专论。作者首先探

讨了“女性诗歌”的内在价值基础，并将《女人》

组诗的完成看作诗人“依靠自身建立起了真正的

主体性”［31］，“以反抗命运始，以包容命运终”［32］

的论断几乎依然为当下的“女性写作”定调。

从推介到讨论，《诗歌报》对《女人》影响的

扩大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女人》选章发表一周年

之日，《诗歌报》头版发表巴铁的文章《〈女人〉这

样的诗：翟永明诗质断论》，再次申明《女人》对

于冲击“迄今仍然矗立在人们道德意识版图上的

‘贞女牌坊’”［33］一类观念带来的重要进步意义。

1988 年，洪子诚在《今日诗的困难》中讲到“今

日诗所取得的进步”，也提及翟永明探索女性“黑

夜的意识”［34］。评论界短时内的频频回首使《女

人》自诞生便保持着“黑夜中”灼目的明亮。

翟永明是具有高度自觉的诗人，在写诗之外，

她的诗歌趣味、观念以及对诗歌观念抽象、精准的

表达整体地构成了她的诗歌世界。翟永明曾撰写多

篇文章直陈她的诗歌观念，而有据可查的第一篇文

章，就要从《黑夜的意识》算起。诗人受访时回

忆，此文最早公开发表在《诗歌报》上，时间约在

《诗刊》发表《女人》之前，也是当时唯一发表了

全文的正式出版物［35］。经查阅，《黑夜的意识》发

表于《诗歌报》1986 年 8 月 21 日［36］，正文前摘录：

“女诗人最强大的对手是自己，女性的真正力量就

在于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

实，并且在二者中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

作为大标题继而出现［37］。在《女人》组诗选章登

载于《诗歌报》两个半月后，《黑夜的意识》一文

第一次完整公之于众。

面世伊始，一组诗经历的修改，引起的关注、

讨论、关于诗歌观念的辨析，以及诗人的自我审

视，在《女人》这里完成了充分生长，翟永明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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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这个中国新诗史上鲜见的“女人”形象与“黑

夜”所包孕的诗歌美学为“女性写作”提供了丰

富的阐释空间。《女人》组诗作为在文本与文学史

价值考量下都极为重要的作品，厘清它的写作、

发表、出版与反响脉络对研究诗人诗作、对思考

诗歌在社会文化场域中的位置、对理解一段时代

的文化生态具有一定的提示意义。20 世纪 80 年代，

在获得主流关注与认可之前，青年诗人们已在积

极营建文化生活。他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确认与

争取所做的努力构成了独属于那代人和那个时代

的文化记忆。80 年代中期，一首诗在非正式与正

式出版物之间的流转轨迹，也见出诗人、编辑、

刊物的行动与互动是如何构建了诗歌在那个时代

的具体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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