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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

内容概要

孙玉石先生从1981年完成《野草》研究开始，致力于现代文学中的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研究（这在当
时是有相当大的阻力的，但也因此体现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陆续出版
了《〈野草〉研究》（1982 ）、《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1983）、《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
－1938）（1990，合作）、《中国现代诗歌艺术》（1992），近期又出版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
》（1999）。需要指出的是，前述诸书或是分流派研究，或是分期研究，或是个案研究，都是中国现
代主义诗歌研究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后一本书的基础。这也体现了朱自清先生“从小处入
手，大处着眼”的治学风格：他考辨字句是为拟想中的批评史或诗歌史作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孙先生的上述研究都是在中国现代解诗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按孙先生的说法
，“所谓中国现代解诗学，是产生于三四十年代的一种现代诗学批评的理论。朱自清先生是这一理论
的创建者。它的精髓在于，在对于象征派、现代派进行宏观研究的同时，致力于对这一诗潮中个别作
品文本的内在性的阐释，以求沟通审美的创造者与审美的接受者之间的距离。”孙先生在80年代中后
期多次撰文呼吁“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意在求是致用，鉴往知今，为当下无序的诗歌研究提供一
个参照体系，促使新诗和新诗批评健康发展。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一书正是孙先生“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具体实践和典范之作。
　　首先，本书采用“释古”的态度进行研究。作者对在50年代以来被视为“逆流”的中国现代主义
诗歌，“不取笼统的‘信’或‘疑’的态度，而是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
解释”（《王瑶先生纪念集》P397 ）。作者耗费10年的功夫（从1987年在《文艺报》连载本书的提纲
起）“对于新诗中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潮流的发掘与描绘，审视与评价，是恢复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历
史本来面目的应尽的职责”，作者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具了解之同情”，用大量事实说明，“它在
中国新诗向现代性的进程中，同其他流派的诗潮一样，尽了自己的一份社会承担和艺术探索的职责”
（以上引文引自该书“前言”）。这些评论无疑是“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能做到这一点无
疑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是本书的主要特色。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指出该书“努
力去做到，在宏观的历史的叙述中，对于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都从不同的视角着意地进行文本的解
读和阐释”。如该书第四章“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勃兴”，作者在对“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产生”和
“理论追求”作宏观描述时，穿插了对戴望舒的《雨巷》、《断指》、《我的记忆》，徐迟的《赠诗
人路易士》，林庚的《春野》、《沪之雨夜》，废名的《街头》，施蛰存的《银鱼》等诗作的微观分
析；此外，作者对于一些重要作品，还采用列专节，或加“附论”的形式作深入的微观解读，如在第
二章“初期象征派诗的诞生”的后面“附论”白采的长诗《羸疾者的爱》；在第八章“40年代现代主
义诗歌的开拓和超越”中列专节： “冯至：架起通向新现代主义的桥梁”，着重论述冯至的诗歌；在
第九章“中国新诗派诗人群的超前意识”后面“附录”“穆旦的《诗八首》解读”。作者由此做到了
微观与宏观的结合，立论更严谨。
　　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还注意到兼取京派海派之长。王瑶先生认为“兼有京派与海派之风”就是：“
既要立论谨严，又不要钻牛角尖”，“既要视野开阔又不要大而空”。作者在该书中“不完全按照历
史人物构成的框架进行叙述，而是着重从探讨这一诗潮发展的脉络和问题为主，因此，它不是一部严
格的历史，而只是一本史论性质的东西”。作者在该书“后记”中强调：“在史实的基础上追寻比较
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应该是治史的精魂所在。我努力的正是在史的描述中完成对理论问题的探讨”。
上述言论显示出作者“既不是纯客观的‘征实’，又不是纯主观的‘发挥’，而是二者的结合”（《
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P395）。这也可谓是兼取京派的“谨严”与海派的“开阔”的两派之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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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

书籍目录

“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前言第一章  稚嫩而荒芜的幼芽期  一  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二  “中间型”象
征诗的探索和建设  三  现代型的象征诗萌芽  四  萌芽形态的现代性诗学理论第二章  初期象征派诗的诞
生  一  初期象征派诗潮的崛起  二  初期象征派诗的理论主张   附论  白采的长诗《羸疾者的爱》第三章  
初期象征派诗的艺术探索  一  意象本体的象征性  二  情调传达的暗示性  三  语言叙述的新奇性第四章 
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勃兴  一  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产生  二  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理论追求第五章  寻找
中外诗歌艺术的融会点  一  “融合论”探索的一点回顾  二  现代派诗人对“融合论的”寻求  三  “融
合论”中的创造精神体现第六章  现代派诗人群系的心态观照  一  “寻梦者”的形象  二  “荒原”的意
识  三  “倦行人”的心态第七章  现代派诗人群系的审美追求  一  计歌对象的审美选择  二  感情传达的
审美尺度  三  诗情智性化的审美趋向第八章  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开拓和超越  一  现代主义诗歌艺术
的蜕变和新声  二  冯至：架起通向新现代主义的桥梁  三  40年代现代派诗潮产生的艺术氛围  四  “中国
新诗”派的集聚与产生第九章  “中国新诗”派诗人群的超前意识  一  一种新的诗歌审美原则的寻求与
构建  二  “人民本位”：现实与玄思的交响（上）  三  心理现实：现实与玄思的交响（中）  四  诗化
哲学：现实与玄思的交响（上下）   附录  穆旦的《诗八首》解读第十章  在中西诗歌发展新的艺术交
汇点上第十一章  结语：东方现代诗的构想和建设主要参考文献目录主要相关诗集目录后记作者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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