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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孜孜于中国现代新诗研究数年的部分成果，作者立足新诗成长时期的大量原始资料，以现
代中国丰富的诗集、原始期刊、报纸副刊作为研究的基石，从诗论、批评、解诗三个方面系统研究了
中国现代诗歌艺术。
作者不仅重视从“史”的方面来研究这一时段新诗的艺术脉络，更从“中国现代解诗学”的角度融入
自己对新诗的独特审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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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玉石，1935年11月生，辽宁海城人，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6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
留校任教。
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与五四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
著有《〈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中国现代主义诗
潮史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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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郭沫若对前辈的艺术见解的认识不一定全面。
他的美学见解已经包含在前辈的主张中。
但他在强调唯物主义命题之后更提倡艺术家创造比自然更高的美这一点上，却是一个大胆的表述。
一个鲜明的比喻胜过无数平庸的理论表白。
艺术家应做“自然的老子”这个比喻就包含了他的更高层次的美学原则。
他认为诗人和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扎根于现实生活，又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再现。
要通过主观的综合创造使艺术品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美。
诗人艺术家，既不能靠模仿别人的作品而过活，“做自然的孙子”，也不能靠仅仅简单地模仿自然度
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造，“做自然的儿子”，而应该成为一个认识自然又主宰自然，反映自然美而
又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主人，即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
　　以自然为师而又要任自然万物在自己的笔下产生出变化万端的艺术形象来。
不做自然的摄像的奴隶者，而做创造高于自然美的驱遣者。
郭沫若在吸收异域美学营养时，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独特追求和艺术胆量。
五四时代是一个大创造的时代，五四时代孕育的诗人是有大创造精神的巨人。
郭沫若的这种美学观具有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郭沫若关于诗歌和艺术同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的这种大胆而独特的追求，不仅成为他自己的诗歌
创造实践的基础与动力，也使他产生了很大的艺术影响，引起了其他艺术家的共鸣。
一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在不同的艺术领域里有着相通的精神特征。
浪漫主义大画家刘海粟与创造社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常为创造社的刊物作画，他的画被称为浪漫主义
的作品。
人们看了他的画，都“不能否认他的胸襟的宽阔，他的意境的开展，他的笔致的遒劲”①。
郭沫若在为刘海粟1923年作的《九溪十八涧》题诗中写道：“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生面作奇画，落
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
此图九溪十八涧，溪涧何如此峻险。
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
石涛老人对此应一笑，笑说吾道不孤了。
”④这虽然是赞美画的，却也是郭沫若美学观的自白，艺术和自然，艺术家同自然的关系的独特见解
，蕴涵在其中了。
具有“艺术叛徒”的胆量和追求，才会有“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的艺术创造气概和精
神。
“吾道不孤”，不光是石涛老人，也包括了年轻诗人自己在内。
这首题画诗也是论诗的诗。
在这首诗里，恰好形象地表达了郭沫若同时期提出的“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这一美学命题。
　　符合艺术规律的美学见解是有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命力的。
总结历史的足迹是为了吸取历史中闪光的思索。
历史可以成为艺术再生和前进的新鲜血液。
探讨郭沫若关于艺术同自然关系的这些沉思，我的用心也就在这里。
郭沫若对于艺术与现实关系这一大胆的命题，多年后也一直抱着多少有点自我欣赏的态度。
解放以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最近我校阅自己的文集，看到我在年轻时候说过的话，很大胆，觉
得也还有道理。
⋯⋯我在创造社时代说过这样的话：‘作家不仅要做自然的儿子，而且还要做自然的老子’。
现在看来实在是大胆，但也不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可以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东西出来。
”②　　年轻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沉思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时间的流沙没有淹没艺术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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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三十多年后的诗人，又以比较科学的概念阐明了他大胆表达的关于艺术与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
。
掌握了自然规律的诗人也可以掌握创造艺术美的规律。
　　我们今天同诗人自己一样珍视他的这一美学原则给当时的新诗，也给今天和未来的新诗浪漫主义
的滔滔长河带来的艺术创造的福音。
郭沫若对前辈的艺术见解的认识不一定全面。
他的美学见解已经包含在前辈的主张中。
但他在强调唯物主义命题之后更提倡艺术家创造比自然更高的美这一点上，却是一个大胆的表述。
一个鲜明的比喻胜过无数平庸的理论表白。
艺术家应做“自然的老子”这个比喻就包含了他的更高层次的美学原则。
他认为诗人和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扎根于现实生活，又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再现。
要通过主观的综合创造使艺术品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美。
诗人艺术家，既不能靠模仿别人的作品而过活，“做自然的孙子”，也不能靠仅仅简单地模仿自然度
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造，“做自然的儿子”，而应该成为一个认识自然又主宰自然，反映自然美而
又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主人，即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
　　以自然为师而又要任自然万物在自己的笔下产生出变化万端的艺术形象来。
不做自然的摄像的奴隶者，而做创造高于自然美的驱遣者。
郭沫若在吸收异域美学营养时，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独特追求和艺术胆量。
五四时代是一个大创造的时代，五四时代孕育的诗人是有大创造精神的巨人。
郭沫若的这种美学观具有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郭沫若关于诗歌和艺术同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的这种大胆而独特的追求，不仅成为他自己的诗歌
创造实践的基础与动力，也使他产生了很大的艺术影响，引起了其他艺术家的共鸣。
一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在不同的艺术领域里有着相通的精神特征。
浪漫主义大画家刘海粟与创造社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常为创造社的刊物作画，他的画被称为浪漫主义
的作品。
人们看了他的画，都“不能否认他的胸襟的宽阔，他的意境的开展，他的笔致的遒劲”①。
郭沫若在为刘海粟1923年作的《九溪十八涧》题诗中写道：“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生面作奇画，落
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
此图九溪十八涧，溪涧何如此峻险。
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
石涛老人对此应一笑，笑说吾道不孤了。
”④这虽然是赞美画的，却也是郭沫若美学观的自白，艺术和自然，艺术家同自然的关系的独特见解
，蕴涵在其中了。
具有“艺术叛徒”的胆量和追求，才会有“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的艺术创造气概和精
神。
“吾道不孤”，不光是石涛老人，也包括了年轻诗人自己在内。
这首题画诗也是论诗的诗。
在这首诗里，恰好形象地表达了郭沫若同时期提出的“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这一美学命题。
　　符合艺术规律的美学见解是有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命力的。
总结历史的足迹是为了吸取历史中闪光的思索。
历史可以成为艺术再生和前进的新鲜血液。
探讨郭沫若关于艺术同自然关系的这些沉思，我的用心也就在这里。
郭沫若对于艺术与现实关系这一大胆的命题，多年后也一直抱着多少有点自我欣赏的态度。
解放以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最近我校阅自己的文集，看到我在年轻时候说过的话，很大胆，觉
得也还有道理。
⋯⋯我在创造社时代说过这样的话：‘作家不仅要做自然的儿子，而且还要做自然的老子’。
现在看来实在是大胆，但也不完全是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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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可以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东西出来。
”②　　年轻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沉思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时间的流沙没有淹没艺术的真理。
现在，三十多年后的诗人，又以比较科学的概念阐明了他大胆表达的关于艺术与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
。
掌握了自然规律的诗人也可以掌握创造艺术美的规律。
　　我们今天同诗人自己一样珍视他的这一美学原则给当时的新诗，也给今天和未来的新诗浪漫主义
的滔滔长河带来的艺术创造的福音。
郭沫若对前辈的艺术见解的认识不一定全面。
他的美学见解已经包含在前辈的主张中。
但他在强调唯物主义命题之后更提倡艺术家创造比自然更高的美这一点上，却是一个大胆的表述。
一个鲜明的比喻胜过无数平庸的理论表白。
艺术家应做“自然的老子”这个比喻就包含了他的更高层次的美学原则。
他认为诗人和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扎根于现实生活，又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再现。
要通过主观的综合创造使艺术品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美。
诗人艺术家，既不能靠模仿别人的作品而过活，“做自然的孙子”，也不能靠仅仅简单地模仿自然度
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造，“做自然的儿子”，而应该成为一个认识自然又主宰自然，反映自然美而
又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主人，即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
　　以自然为师而又要任自然万物在自己的笔下产生出变化万端的艺术形象来。
不做自然的摄像的奴隶者，而做创造高于自然美的驱遣者。
郭沫若在吸收异域美学营养时，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独特追求和艺术胆量。
五四时代是一个大创造的时代，五四时代孕育的诗人是有大创造精神的巨人。
郭沫若的这种美学观具有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郭沫若关于诗歌和艺术同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的这种大胆而独特的追求，不仅成为他自己的诗歌
创造实践的基础与动力，也使他产生了很大的艺术影响，引起了其他艺术家的共鸣。
一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在不同的艺术领域里有着相通的精神特征。
浪漫主义大画家刘海粟与创造社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常为创造社的刊物作画，他的画被称为浪漫主义
的作品。
人们看了他的画，都“不能否认他的胸襟的宽阔，他的意境的开展，他的笔致的遒劲”①。
郭沫若在为刘海粟1923年作的《九溪十八涧》题诗中写道：“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生面作奇画，落
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
此图九溪十八涧，溪涧何如此峻险。
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
石涛老人对此应一笑，笑说吾道不孤了。
”④这虽然是赞美画的，却也是郭沫若美学观的自白，艺术和自然，艺术家同自然的关系的独特见解
，蕴涵在其中了。
具有“艺术叛徒”的胆量和追求，才会有“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的艺术创造气概和精
神。
“吾道不孤”，不光是石涛老人，也包括了年轻诗人自己在内。
这首题画诗也是论诗的诗。
在这首诗里，恰好形象地表达了郭沫若同时期提出的“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这一美学命题。
　　符合艺术规律的美学见解是有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命力的。
总结历史的足迹是为了吸取历史中闪光的思索。
历史可以成为艺术再生和前进的新鲜血液。
探讨郭沫若关于艺术同自然关系的这些沉思，我的用心也就在这里。
郭沫若对于艺术与现实关系这一大胆的命题，多年后也一直抱着多少有点自我欣赏的态度。
解放以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最近我校阅自己的文集，看到我在年轻时候说过的话，很大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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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也还有道理。
⋯⋯我在创造社时代说过这样的话：‘作家不仅要做自然的儿子，而且还要做自然的老子’。
现在看来实在是大胆，但也不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可以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东西出来。
”②　　年轻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沉思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时间的流沙没有淹没艺术的真理。
现在，三十多年后的诗人，又以比较科学的概念阐明了他大胆表达的关于艺术与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
。
掌握了自然规律的诗人也可以掌握创造艺术美的规律。
　　我们今天同诗人自己一样珍视他的这一美学原则给当时的新诗，也给今天和未来的新诗浪漫主义
的滔滔长河带来的艺术创造的福音。
郭沫若对前辈的艺术见解的认识不一定全面。
他的美学见解已经包含在前辈的主张中。
但他在强调唯物主义命题之后更提倡艺术家创造比自然更高的美这一点上，却是一个大胆的表述。
一个鲜明的比喻胜过无数平庸的理论表白。
艺术家应做“自然的老子”这个比喻就包含了他的更高层次的美学原则。
他认为诗人和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扎根于现实生活，又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再现。
要通过主观的综合创造使艺术品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美。
诗人艺术家，既不能靠模仿别人的作品而过活，“做自然的孙子”，也不能靠仅仅简单地模仿自然度
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造，“做自然的儿子”，而应该成为一个认识自然又主宰自然，反映自然美而
又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主人，即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
　　以自然为师而又要任自然万物在自己的笔下产生出变化万端的艺术形象来。
不做自然的摄像的奴隶者，而做创造高于自然美的驱遣者。
郭沫若在吸收异域美学营养时，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独特追求和艺术胆量。
五四时代是一个大创造的时代，五四时代孕育的诗人是有大创造精神的巨人。
郭沫若的这种美学观具有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郭沫若关于诗歌和艺术同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的这种大胆而独特的追求，不仅成为他自己的诗歌
创造实践的基础与动力，也使他产生了很大的艺术影响，引起了其他艺术家的共鸣。
一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在不同的艺术领域里有着相通的精神特征。
浪漫主义大画家刘海粟与创造社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常为创造社的刊物作画，他的画被称为浪漫主义
的作品。
人们看了他的画，都“不能否认他的胸襟的宽阔，他的意境的开展，他的笔致的遒劲”①。
郭沫若在为刘海粟1923年作的《九溪十八涧》题诗中写道：“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生面作奇画，落
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
此图九溪十八涧，溪涧何如此峻险。
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
石涛老人对此应一笑，笑说吾道不孤了。
”④这虽然是赞美画的，却也是郭沫若美学观的自白，艺术和自然，艺术家同自然的关系的独特见解
，蕴涵在其中了。
具有“艺术叛徒”的胆量和追求，才会有“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的艺术创造气概和精
神。
“吾道不孤”，不光是石涛老人，也包括了年轻诗人自己在内。
这首题画诗也是论诗的诗。
在这首诗里，恰好形象地表达了郭沫若同时期提出的“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这一美学命题。
　　符合艺术规律的美学见解是有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命力的。
总结历史的足迹是为了吸取历史中闪光的思索。
历史可以成为艺术再生和前进的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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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郭沫若关于艺术同自然关系的这些沉思，我的用心也就在这里。
郭沫若对于艺术与现实关系这一大胆的命题，多年后也一直抱着多少有点自我欣赏的态度。
解放以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最近我校阅自己的文集，看到我在年轻时候说过的话，很大胆，觉
得也还有道理。
⋯⋯我在创造社时代说过这样的话：‘作家不仅要做自然的儿子，而且还要做自然的老子’。
现在看来实在是大胆，但也不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可以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东西出来。
”②　　年轻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沉思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时间的流沙没有淹没艺术的真理。
现在，三十多年后的诗人，又以比较科学的概念阐明了他大胆表达的关于艺术与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
。
掌握了自然规律的诗人也可以掌握创造艺术美的规律。
　　我们今天同诗人自己一样珍视他的这一美学原则给当时的新诗，也给今天和未来的新诗浪漫主义
的滔滔长河带来的艺术创造的福音。
郭沫若对前辈的艺术见解的认识不一定全面。
他的美学见解已经包含在前辈的主张中。
但他在强调唯物主义命题之后更提倡艺术家创造比自然更高的美这一点上，却是一个大胆的表述。
一个鲜明的比喻胜过无数平庸的理论表白。
艺术家应做“自然的老子”这个比喻就包含了他的更高层次的美学原则。
他认为诗人和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扎根于现实生活，又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再现。
要通过主观的综合创造使艺术品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美。
诗人艺术家，既不能靠模仿别人的作品而过活，“做自然的孙子”，也不能靠仅仅简单地模仿自然度
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造，“做自然的儿子”，而应该成为一个认识自然又主宰自然，反映自然美而
又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主人，即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
　　以自然为师而又要任自然万物在自己的笔下产生出变化万端的艺术形象来。
不做自然的摄像的奴隶者，而做创造高于自然美的驱遣者。
郭沫若在吸收异域美学营养时，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独特追求和艺术胆量。
五四时代是一个大创造的时代，五四时代孕育的诗人是有大创造精神的巨人。
郭沫若的这种美学观具有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郭沫若关于诗歌和艺术同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的这种大胆而独特的追求，不仅成为他自己的诗歌
创造实践的基础与动力，也使他产生了很大的艺术影响，引起了其他艺术家的共鸣。
一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在不同的艺术领域里有着相通的精神特征。
浪漫主义大画家刘海粟与创造社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常为创造社的刊物作画，他的画被称为浪漫主义
的作品。
人们看了他的画，都“不能否认他的胸襟的宽阔，他的意境的开展，他的笔致的遒劲”①。
郭沫若在为刘海粟1923年作的《九溪十八涧》题诗中写道：“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生面作奇画，落
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
此图九溪十八涧，溪涧何如此峻险。
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
石涛老人对此应一笑，笑说吾道不孤了。
”④这虽然是赞美画的，却也是郭沫若美学观的自白，艺术和自然，艺术家同自然的关系的独特见解
，蕴涵在其中了。
具有“艺术叛徒”的胆量和追求，才会有“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的艺术创造气概和精
神。
“吾道不孤”，不光是石涛老人，也包括了年轻诗人自己在内。
这首题画诗也是论诗的诗。
在这首诗里，恰好形象地表达了郭沫若同时期提出的“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这一美学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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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艺术规律的美学见解是有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命力的。
总结历史的足迹是为了吸取历史中闪光的思索。
历史可以成为艺术再生和前进的新鲜血液。
探讨郭沫若关于艺术同自然关系的这些沉思，我的用心也就在这里。
郭沫若对于艺术与现实关系这一大胆的命题，多年后也一直抱着多少有点自我欣赏的态度。
解放以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最近我校阅自己的文集，看到我在年轻时候说过的话，很大胆，觉
得也还有道理。
⋯⋯我在创造社时代说过这样的话：‘作家不仅要做自然的儿子，而且还要做自然的老子’。
现在看来实在是大胆，但也不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可以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东西出来。
”②　　年轻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沉思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时间的流沙没有淹没艺术的真理。
现在，三十多年后的诗人，又以比较科学的概念阐明了他大胆表达的关于艺术与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
。
掌握了自然规律的诗人也可以掌握创造艺术美的规律。
　　我们今天同诗人自己一样珍视他的这一美学原则给当时的新诗，也给今天和未来的新诗浪漫主义
的滔滔长河带来的艺术创造的福音。
郭沫若对前辈的艺术见解的认识不一定全面。
他的美学见解已经包含在前辈的主张中。
但他在强调唯物主义命题之后更提倡艺术家创造比自然更高的美这一点上，却是一个大胆的表述。
一个鲜明的比喻胜过无数平庸的理论表白。
艺术家应做“自然的老子”这个比喻就包含了他的更高层次的美学原则。
他认为诗人和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扎根于现实生活，又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再现。
要通过主观的综合创造使艺术品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美。
诗人艺术家，既不能靠模仿别人的作品而过活，“做自然的孙子”，也不能靠仅仅简单地模仿自然度
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造，“做自然的儿子”，而应该成为一个认识自然又主宰自然，反映自然美而
又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主人，即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
　　以自然为师而又要任自然万物在自己的笔下产生出变化万端的艺术形象来。
不做自然的摄像的奴隶者，而做创造高于自然美的驱遣者。
郭沫若在吸收异域美学营养时，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独特追求和艺术胆量。
五四时代是一个大创造的时代，五四时代孕育的诗人是有大创造精神的巨人。
郭沫若的这种美学观具有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郭沫若关于诗歌和艺术同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的这种大胆而独特的追求，不仅成为他自己的诗歌
创造实践的基础与动力，也使他产生了很大的艺术影响，引起了其他艺术家的共鸣。
一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在不同的艺术领域里有着相通的精神特征。
浪漫主义大画家刘海粟与创造社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常为创造社的刊物作画，他的画被称为浪漫主义
的作品。
人们看了他的画，都“不能否认他的胸襟的宽阔，他的意境的开展，他的笔致的遒劲”①。
郭沫若在为刘海粟1923年作的《九溪十八涧》题诗中写道：“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生面作奇画，落
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
此图九溪十八涧，溪涧何如此峻险。
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
石涛老人对此应一笑，笑说吾道不孤了。
”④这虽然是赞美画的，却也是郭沫若美学观的自白，艺术和自然，艺术家同自然的关系的独特见解
，蕴涵在其中了。
具有“艺术叛徒”的胆量和追求，才会有“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的艺术创造气概和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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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道不孤”，不光是石涛老人，也包括了年轻诗人自己在内。
这首题画诗也是论诗的诗。
在这首诗里，恰好形象地表达了郭沫若同时期提出的“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这一美学命题。
　　符合艺术规律的美学见解是有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命力的。
总结历史的足迹是为了吸取历史中闪光的思索。
历史可以成为艺术再生和前进的新鲜血液。
探讨郭沫若关于艺术同自然关系的这些沉思，我的用心也就在这里。
郭沫若对于艺术与现实关系这一大胆的命题，多年后也一直抱着多少有点自我欣赏的态度。
解放以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最近我校阅自己的文集，看到我在年轻时候说过的话，很大胆，觉
得也还有道理。
⋯⋯我在创造社时代说过这样的话：‘作家不仅要做自然的儿子，而且还要做自然的老子’。
现在看来实在是大胆，但也不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可以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东西出来。
”②　　年轻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沉思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时间的流沙没有淹没艺术的真理。
现在，三十多年后的诗人，又以比较科学的概念阐明了他大胆表达的关于艺术与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
。
掌握了自然规律的诗人也可以掌握创造艺术美的规律。
　　我们今天同诗人自己一样珍视他的这一美学原则给当时的新诗，也给今天和未来的新诗浪漫主义
的滔滔长河带来的艺术创造的福音。
郭沫若对前辈的艺术见解的认识不一定全面。
他的美学见解已经包含在前辈的主张中。
但他在强调唯物主义命题之后更提倡艺术家创造比自然更高的美这一点上，却是一个大胆的表述。
一个鲜明的比喻胜过无数平庸的理论表白。
艺术家应做“自然的老子”这个比喻就包含了他的更高层次的美学原则。
他认为诗人和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扎根于现实生活，又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再现。
要通过主观的综合创造使艺术品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美。
诗人艺术家，既不能靠模仿别人的作品而过活，“做自然的孙子”，也不能靠仅仅简单地模仿自然度
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造，“做自然的儿子”，而应该成为一个认识自然又主宰自然，反映自然美而
又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主人，即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
　　以自然为师而又要任自然万物在自己的笔下产生出变化万端的艺术形象来。
不做自然的摄像的奴隶者，而做创造高于自然美的驱遣者。
郭沫若在吸收异域美学营养时，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独特追求和艺术胆量。
五四时代是一个大创造的时代，五四时代孕育的诗人是有大创造精神的巨人。
郭沫若的这种美学观具有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郭沫若关于诗歌和艺术同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的这种大胆而独特的追求，不仅成为他自己的诗歌
创造实践的基础与动力，也使他产生了很大的艺术影响，引起了其他艺术家的共鸣。
一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在不同的艺术领域里有着相通的精神特征。
浪漫主义大画家刘海粟与创造社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常为创造社的刊物作画，他的画被称为浪漫主义
的作品。
人们看了他的画，都“不能否认他的胸襟的宽阔，他的意境的开展，他的笔致的遒劲”①。
郭沫若在为刘海粟1923年作的《九溪十八涧》题诗中写道：“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生面作奇画，落
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
此图九溪十八涧，溪涧何如此峻险。
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
石涛老人对此应一笑，笑说吾道不孤了。
”④这虽然是赞美画的，却也是郭沫若美学观的自白，艺术和自然，艺术家同自然的关系的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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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涵在其中了。
具有“艺术叛徒”的胆量和追求，才会有“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的艺术创造气概和精
神。
“吾道不孤”，不光是石涛老人，也包括了年轻诗人自己在内。
这首题画诗也是论诗的诗。
在这首诗里，恰好形象地表达了郭沫若同时期提出的“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这一美学命题。
　　符合艺术规律的美学见解是有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命力的。
总结历史的足迹是为了吸取历史中闪光的思索。
历史可以成为艺术再生和前进的新鲜血液。
探讨郭沫若关于艺术同自然关系的这些沉思，我的用心也就在这里。
郭沫若对于艺术与现实关系这一大胆的命题，多年后也一直抱着多少有点自我欣赏的态度。
解放以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最近我校阅自己的文集，看到我在年轻时候说过的话，很大胆，觉
得也还有道理。
⋯⋯我在创造社时代说过这样的话：‘作家不仅要做自然的儿子，而且还要做自然的老子’。
现在看来实在是大胆，但也不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可以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东西出来。
”②　　年轻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沉思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时间的流沙没有淹没艺术的真理。
现在，三十多年后的诗人，又以比较科学的概念阐明了他大胆表达的关于艺术与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
。
掌握了自然规律的诗人也可以掌握创造艺术美的规律。
　　我们今天同诗人自己一样珍视他的这一美学原则给当时的新诗，也给今天和未来的新诗浪漫主义
的滔滔长河带来的艺术创造的福音。
郭沫若对前辈的艺术见解的认识不一定全面。
他的美学见解已经包含在前辈的主张中。
但他在强调唯物主义命题之后更提倡艺术家创造比自然更高的美这一点上，却是一个大胆的表述。
一个鲜明的比喻胜过无数平庸的理论表白。
艺术家应做“自然的老子”这个比喻就包含了他的更高层次的美学原则。
他认为诗人和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扎根于现实生活，又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再现。
要通过主观的综合创造使艺术品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美。
诗人艺术家，既不能靠模仿别人的作品而过活，“做自然的孙子”，也不能靠仅仅简单地模仿自然度
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造，“做自然的儿子”，而应该成为一个认识自然又主宰自然，反映自然美而
又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主人，即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
　　以自然为师而又要任自然万物在自己的笔下产生出变化万端的艺术形象来。
不做自然的摄像的奴隶者，而做创造高于自然美的驱遣者。
郭沫若在吸收异域美学营养时，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独特追求和艺术胆量。
五四时代是一个大创造的时代，五四时代孕育的诗人是有大创造精神的巨人。
郭沫若的这种美学观具有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郭沫若关于诗歌和艺术同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的这种大胆而独特的追求，不仅成为他自己的诗歌
创造实践的基础与动力，也使他产生了很大的艺术影响，引起了其他艺术家的共鸣。
一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在不同的艺术领域里有着相通的精神特征。
浪漫主义大画家刘海粟与创造社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常为创造社的刊物作画，他的画被称为浪漫主义
的作品。
人们看了他的画，都“不能否认他的胸襟的宽阔，他的意境的开展，他的笔致的遒劲”①。
郭沫若在为刘海粟1923年作的《九溪十八涧》题诗中写道：“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生面作奇画，落
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
此图九溪十八涧，溪涧何如此峻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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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
石涛老人对此应一笑，笑说吾道不孤了。
”④这虽然是赞美画的，却也是郭沫若美学观的自白，艺术和自然，艺术家同自然的关系的独特见解
，蕴涵在其中了。
具有“艺术叛徒”的胆量和追求，才会有“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的艺术创造气概和精
神。
“吾道不孤”，不光是石涛老人，也包括了年轻诗人自己在内。
这首题画诗也是论诗的诗。
在这首诗里，恰好形象地表达了郭沫若同时期提出的“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这一美学命题。
　　符合艺术规律的美学见解是有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命力的。
总结历史的足迹是为了吸取历史中闪光的思索。
历史可以成为艺术再生和前进的新鲜血液。
探讨郭沫若关于艺术同自然关系的这些沉思，我的用心也就在这里。
郭沫若对于艺术与现实关系这一大胆的命题，多年后也一直抱着多少有点自我欣赏的态度。
解放以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最近我校阅自己的文集，看到我在年轻时候说过的话，很大胆，觉
得也还有道理。
⋯⋯我在创造社时代说过这样的话：‘作家不仅要做自然的儿子，而且还要做自然的老子’。
现在看来实在是大胆，但也不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可以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东西出来。
”②　　年轻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沉思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时间的流沙没有淹没艺术的真理。
现在，三十多年后的诗人，又以比较科学的概念阐明了他大胆表达的关于艺术与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
。
掌握了自然规律的诗人也可以掌握创造艺术美的规律。
　　我们今天同诗人自己一样珍视他的这一美学原则给当时的新诗，也给今天和未来的新诗浪漫主义
的滔滔长河带来的艺术创造的福音。
郭沫若对前辈的艺术见解的认识不一定全面。
他的美学见解已经包含在前辈的主张中。
但他在强调唯物主义命题之后更提倡艺术家创造比自然更高的美这一点上，却是一个大胆的表述。
一个鲜明的比喻胜过无数平庸的理论表白。
艺术家应做“自然的老子”这个比喻就包含了他的更高层次的美学原则。
他认为诗人和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扎根于现实生活，又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再现。
要通过主观的综合创造使艺术品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美。
诗人艺术家，既不能靠模仿别人的作品而过活，“做自然的孙子”，也不能靠仅仅简单地模仿自然度
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造，“做自然的儿子”，而应该成为一个认识自然又主宰自然，反映自然美而
又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主人，即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
　　以自然为师而又要任自然万物在自己的笔下产生出变化万端的艺术形象来。
不做自然的摄像的奴隶者，而做创造高于自然美的驱遣者。
郭沫若在吸收异域美学营养时，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独特追求和艺术胆量。
五四时代是一个大创造的时代，五四时代孕育的诗人是有大创造精神的巨人。
郭沫若的这种美学观具有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郭沫若关于诗歌和艺术同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的这种大胆而独特的追求，不仅成为他自己的诗歌
创造实践的基础与动力，也使他产生了很大的艺术影响，引起了其他艺术家的共鸣。
一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在不同的艺术领域里有着相通的精神特征。
浪漫主义大画家刘海粟与创造社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常为创造社的刊物作画，他的画被称为浪漫主义
的作品。
人们看了他的画，都“不能否认他的胸襟的宽阔，他的意境的开展，他的笔致的遒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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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为刘海粟1923年作的《九溪十八涧》题诗中写道：“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生面作奇画，落
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
此图九溪十八涧，溪涧何如此峻险。
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
石涛老人对此应一笑，笑说吾道不孤了。
”④这虽然是赞美画的，却也是郭沫若美学观的自白，艺术和自然，艺术家同自然的关系的独特见解
，蕴涵在其中了。
具有“艺术叛徒”的胆量和追求，才会有“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的艺术创造气概和精
神。
“吾道不孤”，不光是石涛老人，也包括了年轻诗人自己在内。
这首题画诗也是论诗的诗。
在这首诗里，恰好形象地表达了郭沫若同时期提出的“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这一美学命题。
　　符合艺术规律的美学见解是有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命力的。
总结历史的足迹是为了吸取历史中闪光的思索。
历史可以成为艺术再生和前进的新鲜血液。
探讨郭沫若关于艺术同自然关系的这些沉思，我的用心也就在这里。
郭沫若对于艺术与现实关系这一大胆的命题，多年后也一直抱着多少有点自我欣赏的态度。
解放以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最近我校阅自己的文集，看到我在年轻时候说过的话，很大胆，觉
得也还有道理。
⋯⋯我在创造社时代说过这样的话：‘作家不仅要做自然的儿子，而且还要做自然的老子’。
现在看来实在是大胆，但也不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可以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东西出来。
”②　　年轻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沉思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时间的流沙没有淹没艺术的真理。
现在，三十多年后的诗人，又以比较科学的概念阐明了他大胆表达的关于艺术与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
。
掌握了自然规律的诗人也可以掌握创造艺术美的规律。
　　我们今天同诗人自己一样珍视他的这一美学原则给当时的新诗，也给今天和未来的新诗浪漫主义
的滔滔长河带来的艺术创造的福音。
郭沫若对前辈的艺术见解的认识不一定全面。
他的美学见解已经包含在前辈的主张中。
但他在强调唯物主义命题之后更提倡艺术家创造比自然更高的美这一点上，却是一个大胆的表述。
一个鲜明的比喻胜过无数平庸的理论表白。
艺术家应做“自然的老子”这个比喻就包含了他的更高层次的美学原则。
他认为诗人和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扎根于现实生活，又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再现。
要通过主观的综合创造使艺术品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美。
诗人艺术家，既不能靠模仿别人的作品而过活，“做自然的孙子”，也不能靠仅仅简单地模仿自然度
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造，“做自然的儿子”，而应该成为一个认识自然又主宰自然，反映自然美而
又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主人，即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
　　以自然为师而又要任自然万物在自己的笔下产生出变化万端的艺术形象来。
不做自然的摄像的奴隶者，而做创造高于自然美的驱遣者。
郭沫若在吸收异域美学营养时，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独特追求和艺术胆量。
五四时代是一个大创造的时代，五四时代孕育的诗人是有大创造精神的巨人。
郭沫若的这种美学观具有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郭沫若关于诗歌和艺术同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的这种大胆而独特的追求，不仅成为他自己的诗歌
创造实践的基础与动力，也使他产生了很大的艺术影响，引起了其他艺术家的共鸣。
一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在不同的艺术领域里有着相通的精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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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大画家刘海粟与创造社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常为创造社的刊物作画，他的画被称为浪漫主义
的作品。
人们看了他的画，都“不能否认他的胸襟的宽阔，他的意境的开展，他的笔致的遒劲”①。
郭沫若在为刘海粟1923年作的《九溪十八涧》题诗中写道：“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生面作奇画，落
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
此图九溪十八涧，溪涧何如此峻险。
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
石涛老人对此应一笑，笑说吾道不孤了。
”④这虽然是赞美画的，却也是郭沫若美学观的自白，艺术和自然，艺术家同自然的关系的独特见解
，蕴涵在其中了。
具有“艺术叛徒”的胆量和追求，才会有“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的艺术创造气概和精
神。
“吾道不孤”，不光是石涛老人，也包括了年轻诗人自己在内。
这首题画诗也是论诗的诗。
在这首诗里，恰好形象地表达了郭沫若同时期提出的“艺术家应该做自然的老子”这一美学命题。
　　符合艺术规律的美学见解是有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命力的。
总结历史的足迹是为了吸取历史中闪光的思索。
历史可以成为艺术再生和前进的新鲜血液。
探讨郭沫若关于艺术同自然关系的这些沉思，我的用心也就在这里。
郭沫若对于艺术与现实关系这一大胆的命题，多年后也一直抱着多少有点自我欣赏的态度。
解放以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最近我校阅自己的文集，看到我在年轻时候说过的话，很大胆，觉
得也还有道理。
⋯⋯我在创造社时代说过这样的话：‘作家不仅要做自然的儿子，而且还要做自然的老子’。
现在看来实在是大胆，但也不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可以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东西出来。
”②　　年轻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沉思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时间的流沙没有淹没艺术的真理。
现在，三十多年后的诗人，又以比较科学的概念阐明了他大胆表达的关于艺术与自然关系的美学观念
。
掌握了自然规律的诗人也可以掌握创造艺术美的规律。
　　我们今天同诗人自己一样珍视他的这一美学原则给当时的新诗，也给今天和未来的新诗浪漫主义
的滔滔长河带来的艺术创造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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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所好的大学应该是人类精神的童年。
它应该拥有一片永久的绿色空间。
这空间在自然界也在人精神世界里。
无论它变得怎样古老，在这里生长并从这里出发的都是含苞待放的希望。
我愿永远不会再有人用野蛮的思维和暴力铲除北大人百年来葆有的灵魂的一点绿色。
 　　——孙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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