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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内容概要

《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内容简介：建立一种东西方文学传统的双重参照背景是本文考察象征主
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一个主导的命意。但是，这种意图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实现，关键还在于对现
代作家象征主义创作实践的具体考察。这种考察的目的决不是单纯为了印证西方象征主义的原初形态
在中国也存在着翻版，这种简单的指证往往会陷入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窘境，具体的论证过程也不过是
为了证明究竟哪些中国作家以及哪些现代作品是象征主义的。这种现象层面的影响实证固然是不可或
缺的，但这只是立论的一个出发点。而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尚在于考察象征主义与中国作家创作实践相
互融合的具体途径，在于辨认象征主义到底为现代文学带来了哪些艺术表现的深层方式以及在于分析
现代作家如何在吸收与内化西方滋养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把异质的因素转化成自己民族的美学风格。象
征主义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实绩正在于作家独特的艺术创造之中。对这种创造性艺术生成的考察
是影响的实证描述所无法替代的。基于上述考虑，《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更关注于那些创造性
地吸收了象征主义诗学观和艺术表现方式并在具体的创作中致力于更高的艺术综合的作家。他们并不
追求与本原象征主义的“形似”，而是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去融化象征诗艺并进而生成为自
身艺术创造中浑然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思索的核心艺术问题不在模仿，而在创造。象征主义诗
学在他们这里重新还原为一种艺术把握世界的审美和认知的深层方式，因而他们的成就代表着象征主
义在中国文学中更深刻的转型，并且力图把这种转型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相互融合。他
们的创作实绩充分显示了把象征主义的外来传统纳入民族化进程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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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书籍目录

总序绪论第一章　象征主义及其诗学体系第一节　“象征”概念的源起及衍化第二节　象征主义文学
运动第三节　象征主义诗学体系问题第四节　象征主义与中国古典诗学第二章　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上）第一节　第一阶段：1919-1927第二节　第二阶段：1928-1937第三节　第三阶段：1938-1949第
三章　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下)第一节　象征主义与哲学艺术思潮第二节　象征主义与诸种文学流
派的互渗第三节　象征主义与现代批评实践第四章  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诗学范畴第一节　“契合”
论第二节　“纯诗”第三节　“诗化小说”第四节　“现实·象征·玄学”第五章　中国现代作家对
象征诗艺的探索第一节　象征与小说文本深层意蕴第二节　象征诗艺与现代诗歌第三节　戏剧中的象
征表现第四节　散文诗的幻象世界第六章  象征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深层艺术表现第一节　意象性与现
代诗艺第二节　梦第三节　象征主义与写实主义的深化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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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精彩短评

1、非常翔实，有启发，学习。
2、安不下心读．
3、　　看完前三章，故评价可能有所不准。斟酌很久是给三星还是四星，后来想想，五星若给钱钟
书先生，四星给张隆溪先生，那么这本书就真的只能有三星了。
　　
　　优点：
　　1.资料详实，非常有利于按图索骥来查找原始资料。
　　2.虽然在序言中说要结合中国创作实践，进行从文本到文本的比较研究，但是整本书的重心还是
在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层面（或许和作者本身的专业出身有关？），但书中对各种文艺理论、文学思
潮、中外相关文学批评实践的厘清非常详细，脉络清晰，象征主义文学本身即和理论、批评联系紧密
，中国接受象征主义也存在着概念混杂不清的情况，故该书对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层面的清理对于
象征主义这一课题非常有价值。
　　3.视野较为开阔，叙象征主义不忘和其联系紧密的表象主义、未来主义等；分析文学也能带入绘
画、音乐的角度；且这一开阔的角度背后有理论支撑，即19世纪、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和理论本就存
在着不同艺术门类相互渗透，不同文学思潮共时发展的特征；中国在接受象征主义的时候更存在不同
文学思潮和文艺理论共时进入的情况。这一开阔视野同样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象征主义的内涵和中国
接受象征主义的特点。
　　4.作者在文学史、文学理论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扎实，分析不存在错误，文学研究的各个层面均有
一定的分析。总的来说，这本书功底非常扎实，对象征主义和中国对其接受情况的描述和分析都有做
到相当的程度。对于想快速、准确地把握象征主义和中国接受的全貌的读者来说，是本很好的书。
　　
　　缺点：
　　1.我非常期待的象征主义和中国诗学的理论对接层面的分析让我大大失望了。这本该是一个非常
值得探索的领域，虽然中西诗学（姑且认为中国有“诗学”吧）分属两个很不相同的系统（也姑且认
为中国古代文批有体系吧），但就现代派诗人的创作实践中明显体现的中国传统诗歌因素来看，对这
一领域的探索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这种实际意义作者在序言中承认过，但也许这一课题太过困难，作
者并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
　　这一领域属于比较诗学的范畴，比较诗学也是比较文学中一大方向，我若要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
理解，首先需要对西方文论史、中国文批史都有相当的了解；再此之上可以读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
》，提升自己的眼光。
　　2.正如我在优点的第4点说的，这本书基础知识非常扎实，以及第1点说的”材料详实“，由此可
以想到的是，作者在分析问题特别是理论问题的时候眼光不够犀利，思考不够深刻，对概念的把握仍
停留在条框较多的”认识“层面，而没有达到摆脱条框，把握概念深层逻辑的”悟“的层面；虽然我
们在本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在各概念之间建立相当的联系，但这些联系仍然流于逻辑推导（推导的依据
是某个概念的某个特征和另一概念某一特征的对应）层面，而没有从更深的层面把握它们的本质联系
。而另一方面，对于某些概念的特征总结有嫌片面和绝对，比如对于法国象征主义，作者认为其核心
概念是其“超验本体论”，叙述这一超验本体的时候作者指出这一思维模式的基督教神学渊源，却没
有讲清楚象征主义和基督教神学之间的暧昧、微妙关系，而这一关系恰恰能解释为何象征主义会引导
出后来各种现代思潮。由此一例即可看出作者在基督教神学方面了解不够深入。另一例是作者在分析
象征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联系时，特意强调严羽所谓”不落言筌“的说法和象征主义强调所谓“暗
示性”的暗合（51-52页），可是严羽这一说法重在否定文字而强调形而上学的哲理（禅意），象征主
义却是自波德莱尔始就极度重视“语言”本身不同于日常交际功能的文学特性，两者在这一关键问题
上就分道扬镳，这实际上关涉到一个常被讨论的“禅”和“诗”的关系问题，钱钟书先生在其《谈艺
录》中就明确说过“若诗自是文学之妙，非言无以寓言外之意；水月镜花，固可见而不可捉，然必有
此水而后月可印潭，有此镜而后花能印影”。
　　以此两例可见作者在下足了文献整理和基本概念认识的功夫后，还欠缺对概念（尤其是文艺理论
概念）的深入和细致把握。也正因为这一不足，才导致行文稍嫌冗长，若能对概念内涵有深刻、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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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的把握，叙述自然就会精炼许多。
　　
　　
　　作为读者，我的感受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知识增长居多，洞见启发太少。
　　
　　小小本科学生，在这里妄论北大教授，实在是惭愧了。只不过看到了些不足，不说不快；可能这
些不足反而是我自己基础知识不扎实理解有误，希望得到指正。
4、挺流畅的，看着不算费劲
5、说实话，这本书读透了对今年专业课考试极有帮助，可惜我当时没看完，哎⋯⋯
6、晓东老师我是你的脑残粉！
7、　　好期待
8、有这样的书，我何必再制造垃圾呢？然而论文还是要写。
9、所里借来，被师兄师姐划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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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精彩书评

1、看完前三章，故评价可能有所不准。斟酌很久是给三星还是四星，后来想想，五星若给钱钟书先
生，四星给张隆溪先生，那么这本书就真的只能有三星了。优点：1.资料详实，非常有利于按图索骥
来查找原始资料。2.虽然在序言中说要结合中国创作实践，进行从文本到文本的比较研究，但是整本
书的重心还是在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层面（或许和作者本身的专业出身有关？），但书中对各种文艺
理论、文学思潮、中外相关文学批评实践的厘清非常详细，脉络清晰，象征主义文学本身即和理论、
批评联系紧密，中国接受象征主义也存在着概念混杂不清的情况，故该书对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层
面的清理对于象征主义这一课题非常有价值。3.视野较为开阔，叙象征主义不忘和其联系紧密的表象
主义、未来主义等；分析文学也能带入绘画、音乐的角度；且这一开阔的角度背后有理论支撑，即19
世纪、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和理论本就存在着不同艺术门类相互渗透，不同文学思潮共时发展的特征
；中国在接受象征主义的时候更存在不同文学思潮和文艺理论共时进入的情况。这一开阔视野同样有
助于我们更好把握象征主义的内涵和中国接受象征主义的特点。4.作者在文学史、文学理论等方面的
基础知识扎实，分析不存在错误，文学研究的各个层面均有一定的分析。总的来说，这本书功底非常
扎实，对象征主义和中国对其接受情况的描述和分析都有做到相当的程度。对于想快速、准确地把握
象征主义和中国接受的全貌的读者来说，是本很好的书。缺点：1.我非常期待的象征主义和中国诗学
的理论对接层面的分析让我大大失望了。这本该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领域，虽然中西诗学（姑且认
为中国有“诗学”吧）分属两个很不相同的系统（也姑且认为中国古代文批有体系吧），但就现代派
诗人的创作实践中明显体现的中国传统诗歌因素来看，对这一领域的探索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这种实
际意义作者在序言中承认过，但也许这一课题太过困难，作者并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这一领域属于
比较诗学的范畴，比较诗学也是比较文学中一大方向，我若要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理解，首先需要对
西方文论史、中国文批史都有相当的了解；再此之上可以读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提升自己的眼
光。2.正如我在优点的第4点说的，这本书基础知识非常扎实，以及第1点说的”材料详实“，由此可
以想到的是，作者在分析问题特别是理论问题的时候眼光不够犀利，思考不够深刻，对概念的把握仍
停留在条框较多的”认识“层面，而没有达到摆脱条框，把握概念深层逻辑的”悟“的层面；虽然我
们在本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在各概念之间建立相当的联系，但这些联系仍然流于逻辑推导（推导的依据
是某个概念的某个特征和另一概念某一特征的对应）层面，而没有从更深的层面把握它们的本质联系
。而另一方面，对于某些概念的特征总结有嫌片面和绝对，比如对于法国象征主义，作者认为其核心
概念是其“超验本体论”，叙述这一超验本体的时候作者指出这一思维模式的基督教神学渊源，却没
有讲清楚象征主义和基督教神学之间的暧昧、微妙关系，而这一关系恰恰能解释为何象征主义会引导
出后来各种现代思潮。由此一例即可看出作者在基督教神学方面了解不够深入。另一例是作者在分析
象征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联系时，特意强调严羽所谓”不落言筌“的说法和象征主义强调所谓“暗
示性”的暗合（51-52页），可是严羽这一说法重在否定文字而强调形而上学的哲理（禅意），象征主
义却是自波德莱尔始就极度重视“语言”本身不同于日常交际功能的文学特性，两者在这一关键问题
上就分道扬镳，这实际上关涉到一个常被讨论的“禅”和“诗”的关系问题，钱钟书先生在其《谈艺
录》中就明确说过“若诗自是文学之妙，非言无以寓言外之意；水月镜花，固可见而不可捉，然必有
此水而后月可印潭，有此镜而后花能印影”。以此两例可见作者在下足了文献整理和基本概念认识的
功夫后，还欠缺对概念（尤其是文艺理论概念）的深入和细致把握。也正因为这一不足，才导致行文
稍嫌冗长，若能对概念内涵有深刻、精准的把握，叙述自然就会精炼许多。作为读者，我的感受总结
起来就一句话：知识增长居多，洞见启发太少。小小本科学生，在这里妄论北大教授，实在是惭愧了
。只不过看到了些不足，不说不快；可能这些不足反而是我自己基础知识不扎实理解有误，希望得到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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