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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讲稿》

内容概要

《中国新诗讲稿》是中国当代新诗研究学人李怡近20年来在高校讲授“中国现代新诗研究”、“中国
现代新诗与中外文化”等课程的课堂实录。本书对百年来中国新诗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情况进行了历
史性的梳理，对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之中的文化关系、审美选择、个体经验作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和讲解
，融学术前沿的思考和基本的文学史知识于一炉。本书现被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规划项目”，成为中国新诗研究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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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怡，1966年生于重庆，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新诗、现代文学思潮、民国文化
与文学研究，出版著作《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七月派作家评传》、《现代性：批判的
批判》、《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词语和历史与思想的嬗变》等，编选《穆旦研究资料
》、《穆旦作品新编》、《艾青作品新编》及《郭沫若评说九十年》等，自1998年起先后在西南师范
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为研究生讲授《中国现代新诗研究》，深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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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不学诗，无以言”
二、问题重重的现代诗歌研究
三．中国现代新诗发生发展的若干问题
第一讲 中国现代新诗发生与发展
一、不同的文化与不同诗歌传统
二、文化交流、现实困扰与中国新诗的诞生
三、“传统”与中国新诗的艰难前行
四、抒情文体与与中国新诗的艰难前行
第二讲 胡适和初期白话诗
一．关于“俗”与“白”
二、跨出二元对立
三、预示着未来可能性的诗歌
四、胡适的贡献
第三讲 郭沫若的新诗创作
一、郭沫若的气质与文化渊源
二、《天狗》与郭沫若的诗歌史贡献
第四讲 新月派及闻一多的诗歌创作
一．新月派与中国新诗的巴那斯主义
二．闻一多的理论与创作
第五讲 徐志摩的诗歌
一．现代社会的“传统灵魂”
二、白话新诗的古典意趣
三．徐志摩的语言天赋
第六讲 李金发的诗歌创作
一．中国新诗取法西方的典型样态
二、何种意义的象征主义？
三、晦涩及其他
第七讲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
一、苦难的幅度与“提炼”的艺术
二、音节与女性化
第八讲 卞之琳的诗歌创作
一、冷的理性
二、卞之琳与历史的过渡
第九讲 对冯至诗歌评论的几点辨析
一．感伤、传统与鲁迅的认定
二、哲理性与历史的转折
三．十四行
第十讲 艾青的诗歌创作
一、反叛性的艾青，从感伤到忧郁
二、繁复的诗歌力量
三、个体的与群体的
第十一讲 穆旦的诗歌创作
一、边界体验
二、穿越表象的思考和对思想的感悟
三、成长的受难
四、抗争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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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抽象抒情与哲理诗
第十二讲 七月诗派领袖胡风的历史贡献
一、“透彻的真实”
二、社会派理论家
三、胡风与“鲁迅传统”
第十三讲 建国至文革时代的中国诗歌
一、论争之于建国后诗坛新格局与新思维的形成
二、何为当代：从“失语”与“换语”开始
三、如何考察：关注对象的丰富与复杂
第十四讲 “朦胧诗”现象讨论
一、如何评价“朦胧诗”
二、如何看待朦胧诗时代的一场论争
三、由艾青之忧看当代诗歌的潜在危机
第十五讲 第三代诗歌迄今的诗歌问题
一、为什么要“pass北岛”
二、理解当下的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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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示着未来可能性的诗歌

四、胡适的贡献

第三讲 郭沫若的新诗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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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新月派及闻一多的诗歌创作

一．新月派与中国新诗的巴那斯主义

二．闻一多的理论与创作

第五讲 徐志摩的诗歌

一．现代社会的“传统灵魂”

二、白话新诗的古典意趣

三．徐志摩的语言天赋

第六讲 李金发的诗歌创作

一．中国新诗取法西方的典型样态

二、何种意义的象征主义？

三、晦涩及其他

第七讲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

一、苦难的幅度与“提炼”的艺术

二、音节与女性化

第八讲 卞之琳的诗歌创作

一、冷的理性

二、卞之琳与历史的过渡

第九讲 对冯至诗歌评论的几点辨析

一．感伤、传统与鲁迅的认定

二、哲理性与历史的转折

三．十四行

第十讲 艾青的诗歌创作

一、反叛性的艾青，从感伤到忧郁

二、繁复的诗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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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体的与群体的

第十一讲 穆旦的诗歌创作

一、边界体验

二、穿越表象的思考和对思想的感悟

三、成长的受难

四、抗争的力度

五、抽象抒情与哲理诗

第十二讲 七月诗派领袖胡风的历史贡献

一、“透彻的真实” 

二、社会派理论家

三、胡风与“鲁迅传统”

第十三讲 建国至文革时代的中国诗歌

一、论争之于建国后诗坛新格局与新思维的形成

二、何为当代：从“失语”与“换语”开始

三、如何考察：关注对象的丰富与复杂

第十四讲 “朦胧诗”现象讨论

一、如何评价“朦胧诗”

二、如何看待朦胧诗时代的一场论争

三、由艾青之忧看当代诗歌的潜在危机

第十五讲 第三代诗歌迄今的诗歌问题

一、为什么要“pass北岛”

二、理解当下的诗歌创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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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前面讲研究的部分可以一看
2、现当代诗人里最喜欢穆旦和顾城，原来穆旦和鲁迅先生的精神气质颇有暗合，难怪他的句子总是
忘不掉。而诗人的眼神和笑容竟如此清亮纯真，又读了其夫人写的永恒的记忆，忍不住流泪。想想诗
人这一生的颠簸受难，钦佩他的高洁和坚韧。关于朦胧诗的评说也很有见地。
3、李怡老师真能侃，整理成文字还是透着不着边的风格。含糊其辞的地方很少，还原了许多诗歌现
场。有不少很有新意的观点，虽然有的还欠斟酌。PS·看着豆瓣里加的学姐以一天一本书的速度天天
狂飙，都感觉我是来养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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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新诗讲稿》的笔记-第1页

        摘录：

其实对文学家来说，审丑和审美本身就不矛盾，都是感性经验的呈现。由于中国人把审“美”认为是
审“美丽“，就以为是作家有意的转化，化丑为美。

中国新诗的出现不仅没有割裂传统，恰恰相反，它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传统在走。这是我们必须要认
识的第一点。

意境其实只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是古代诗人创造出来的一种诗歌形态，它特别注重诗歌内部的意
象与意象的和谐统一和完整性，特别符合东方的生命观——人不是高于自然的，人和自然是浑融一体
的，这是意境产生的一个根据和根源。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境“。在我们古老的生命哲
学中，人不破坏自然，不征服自然，不改变自然，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个元素，这就是意境，反映在
诗歌里就是这样的艺术形态。

农耕文明的特点，有一点非常明显，就是”看天吃饭“，也就是它的生产活动要密切地依赖于大自然
。这一点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文化的适应性追求。

暗示、象征在中国古人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在世界民族中算是很高的。

文化的相交产生的旋流激荡生成了新诗，也造成了新诗发展的艰难性和复杂性。

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中国新诗不仅是在中外文化的旋流中激荡生成的，它还在现代政治文化的夹缝
中蹒跚行进着。

个人认为，衡量一个时代文学的最高点和可能性，绝不是看平均值，而是看它已经推到了什么程度，
幅度拉开有多大，看在现代文化的格局中，在现代汉语的条件下，那种思维跃进的程度和可能性，这
是很重要的。

打油诗里的语言比较灵活，但这些诗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雅言的自我封闭性很强，这就使得现代新
诗可继承的语言资源很匮乏，现代新诗创作面临了很多困难。

诗是直接指向生命的最核心的部分。生命的最核心最高的存在形式和表征是一种韵律和节奏。

一个优秀的古代作品，实际上就是一个信息场，一个能量组合的场。场的能量就集中在每一个词语里
，分布在每一个词语前后护左右之间所构成的密切配合的网络中，在这个网络中，诗的意义一点一点
地呈现出来。

获得了整体感受就读懂了诗。

但是诗，又不是单纯趋俗的。它的发展总是在多重力量之间构成张力，使得整个诗坛不可能沿着某一
个单一的方向走。

因为所谓的民族性问题，本身就是动态的，是一种不能被确定下来的追求。

在知识分子那里，他们实际上是进行了概念的代换，民族性实际上被代换成了传统文化的某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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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以某种传统文学形式集中体现的特征。例如在列举民族性时，我们以唐诗为
例，就很少有人会对此产生质疑。久而久之，在替代性的思维中，民族性中可变的那一部分，就被忽
略了，民族性就被定位在了传统的某些不变的东西上。

中国诗歌走的是即景抒情的传统道路，由眼前所见的事物来引起诗情，可以说大都是“近取譬”。相
对我们的诗歌传统，西方诗歌更多使用“远取譬”。

从感伤到忧郁，这背后就是文学的力量的增长。当然它们的共通点是对世界的痛苦体验；它们的不同
在于，从感伤到忧郁，主体精神的力度感增强了。这就是忧郁的意义。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提出，在现代诗歌创作中，应该是“旋律毫不间断地贯穿始终，语意关系始
终符合于和声关系，思想的相互过渡好像比任何思想都更为重要”。

艾青强调的是诗歌的“完整形态”，这就是如何让诗歌充分地展开自己的思想，如何营造“意义”的
丰富性、可感性和艺术的确切性。

艾青将诗歌能够清晰而完整地传达思想的形态称为“单纯”，“单纯”在这里不是指内涵与风格的简
单，而是某种艺术感受与表达的集中与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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