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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爱尔兰20世纪最伟大的象征派诗人叶芝（W.B.Yeats，1865-1939），在他的《肉体之秋》里，有一个关
于艺术的价值的形象的比喻：“艺术是从牧师肩上落下的一个包袱，要肩到我们的肩上！
”这是说：牧师以对上帝的虔诚，传播经义，并引导人们的精神皈依宗教的天国；而诗人则以对艺术
的虔诚，创造作品，肩起了向人们传播美的精神世界的职责。
诗人不是上帝的信徒和宠儿。
但诗人可以引导人们的心灵走向美的境界。
他们以自己灵魂美的创造，来使人们的灵魂达到净化，达到升华，达到美的境界。
解开诗人肩上的“包袱”，审视那一个个美丽而丰富的艺术世界，是我们诗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们的共
同心愿。
在这里，我想讲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我要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历史？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是中国新诗发展中一个被遗忘了然而客观存在的历史潮流。
1981年，我完成了鲁迅《野草》的研究工作。
这是一份艰难而却十分有意义的探索性的劳动。
当我啃完那些优美而又有些酸涩的果实的时候，我不仅为鲁迅巨大的灵魂的搏击所震服，更为这部薄
薄的小书独特的审美价值所吸引。
我在深味这些美的精神创造时，惊异地发现，鲁迅在一些篇章中运用了70年代末期人们尚不敢提及的
象征主义的总体框架和表现方法，为这些创作带来了一种无限美丽而又异常深邃的思想内蕴和艺术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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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玉石教授长期任教于北大中文系，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象征派和现代派诗歌研究。
孙玉石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新诗，尤其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
     在新诗研究中，融历史、审美、史料、考据于一体，这是孙玉石有别于其他研究者的一个最基本也
是最重要的特色。
孙玉石“游走于鲁迅与新诗之间”，结合了看似相反的两个研究领域，既有史家的功力又有诗人的才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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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玉石，著名作家，1935年11月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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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留校任教至今。
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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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是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现代诗论中提出中西诗歌艺术“沟通”观点的最早的思考。
但是，我们所要强调说的不是他的这一个方面。
问题主要在于，李金发自己，对于“东西作家”在“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等方面的“同一”之
处，就不甚清楚；至于如何去实现“沟通”中国传统诗和西方现代诗的艺术这一愿望，他在这里和以
后，就从来没有更具体的理论设想，而在创作实践中，他的三本于匆促中草成的诗集中的作品，虽然
也用了一些传统诗歌的句子和意象，但往往是生硬的“嫁接”，而非有机的“融化”，或如他说的“
调和”，且被他那些过重的模仿带来的浓重的欧化与晦涩的气息所淹没了。
他的美学追求的重心和根基，是放在西方象征派诗这个单一的基石上，本身说对二者的“根本处”“
不敢有所轻重”，实际上他还是过分看轻了漠视了传统艺术的力量。
因此，他所提出的把东西“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调和”的愿望，也就只能成为一个泡影。
稍后，创造社的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冯乃超，在他们尝试象征派诗的创作实践中，也在自身意识中具
有关注中国传统诗的“民族色彩”的美学意向，对于西方象征诗人与对于晚唐诗人杜牧的作品的“朦
胧”性，做同时的关照①；他们有些作品，在接近民族的审美情趣与语言运用的传统色彩等方面，也
表现了对李金发诗的超越，为中西诗歌在现代意义上的艺术融合，迈出了幼稚而可贵的步子。
但是，由于或者过分注重对于音乐成分的依赖，或者过于注重对古典诗歌意象、词句的原样的撷取，
对形式与情调的追求超过了象征内涵与表现之间关系深层统一的铸造，便显得内蕴的浅显，缺乏真正
的民族的现代象征诗应有的深蕴和品格。
周作人在他的理论思索中，比较早地开始思考新诗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
差不多与李金发写作《食客与凶年》跋语的同时，1923年，他就提出关于新诗吸收西方艺术养分的同
时，要注意向传统学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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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稿，经过马拉松式的爬行劳作，到今天总算完成了。
1987年2月到8月，应《文艺报》之约，我曾以《面对历史的沉思——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源流的回
顾与评析》为题，在该刊分十次连载一个匆匆忙忙中分段赶写出来的长文。
它得到一些友人和新诗爱好者肯定的反响。
后来的几年里，我即以此文为提纲，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分校中文系，为研究生和高年级的
本科生分别多次开设过“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30年代现代派诗研究”、“40年代现代派诗研
究”、“穆旦诗导读”、“中国现代诗论”等专题课程。
1994年9月到1996年3月，我在神户大学文学部也给那里的博士、硕士课程研究生讲授过“中国新诗思
潮史”。
这部专著，就是一边讲授，一边赶写出来的。
因此，在这部书中吸收和凝聚了许多同学们的智慧和意见。
这也许是作为一名老师难得的一份幸福。
这是我承担国家“七五”项目“中国新诗思潮史”的部分成果。
我首先着手探索的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对于别的诗潮流派的考察留给以后来完成。
为了避免因此可能造成的褊狭，在完成本书的同时，我撰写了一篇长文《20世纪中国新诗：1917
一1949》连续发表于1994年第3至4期《诗探索》杂志上面，可供想欲了解新诗发展全景的读者参照。
多年来我一直探索着如何实践东西诗艺的融合，建设东方式的民族的现代诗的构想。
我们不能总是站在别人的阴影下蹒跚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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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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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