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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九篇相关主题的论文。
前四篇是对中国现代抒情诗学的研究。
作者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整理，重构了抒情主义的问题史，揭示了抒情主义从理论到历史、从审美到
政治的转换踪迹。
后五篇涉及中国现代诗与诗学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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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松建，1972年生。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语文学、批评理论与比较文学。
著有《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文心的异同——从海外华语文学到
中国现代文学》（即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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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诗研究丛书”·出版说明
诗学商量加邃密（序）
第一章 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抒情主义
一 抒情主义：概念探源与重新定义
二 抒情主义的历史透视：多重维度的考察
三 抒情主义的知识根源：美学、政治、技术与市场
结语 抒情主义的后果
第二章 “反抒情主义”与“深度抒情”
一 “反抒情主义”的理论谱系
二 “深度抒情”论的诗学建言（上）：梁宗岱、冯至、柳木下等
三 “深度抒情”论的诗学建言（下）：袁可嘉、唐浞、李广田
结语 主题与问题
第三章 新诗理论中的“诗体之争”与抒情主义
一 从抒情诗到叙事诗：新诗的再解放和再革命
二 从小诗到长诗：文类转换与形式的政治
三 从“纯诗”到“大众化”诗：根基的动摇与现代性的重构
第四章 新诗理论中的“形象之争”与抒情主义
一 艺术哲学、世界观与功能论：诠释“形象”
二 主观论、抒情主义与文类疆界：“形象”新解
结语 “形象之争”的意义
第五章 “形式”的辨正：朱光潜、《文学杂志》与中国现代诗学
一 份“纯文艺”刊物的命运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诗学”的研讨
结语 从“新诗理论”到“现代诗学”
第六章 形式诗学的洞见与不见：卞之琳诗论探微
一 商略参差新诗律
二 反思“浪漫主义”和“感伤性”
三 译诗原则
四 关于“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省察
第七章 理论、历史与问题：重识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方案
一 “新诗现代化”：一个诗学方案的提出
二 “诗还是诗”：回归本体论之后
三 “现实、象征与玄学的综合”：新感性的寻求
四 辩驳“感伤性”：对抒情主义的再检讨
五 “新诗现代化”：张力与冲突
第八章 知识之航与历史想象：重读吴兴华及其他
一 新格律诗：形式（主义）的实验及其限度
二 “古典新诠”的谱系：现代性与历史幽灵
三 被冷落的缪斯
第九章 现代汉诗中的“杜甫”发明：美学、政治与形而上学
引言
一 《十四行集·杜甫》：一首新诗，一部传记
二 《秋祭杜甫》：为故国文化招魂
三 《杜甫》：当历史强行进入视野
四 《苦天使·杜甫》：戏仿诗圣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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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个杜甫，各自表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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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时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
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
我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
之后，就日渐衰落。
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
编委会之中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和我。
他们看到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不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
由胡适和王云五接洽，把新诞生的《文学杂志》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第一期我写了一篇发刊词，大意说在诞生中的中国新文化要走的路宜于广阔些，丰富多彩些，不宜
过早地窄狭化到只准走一条路。
这是我的文艺独立自主的老调。
《文学杂志》尽管是京派刊物，发表的稿件并不限于京派，有不同程度左派色彩的作家们如朱自清、
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人，也经常出现在《文学杂志》上。
杂志一出世，就成为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
尽管它只出了两期就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至今文艺界还有不少的人记得它（不过抗战胜利后复刊
，出了几期就日渐衰落了）。
①朱光潜博学文雅，为人低调，大家为了避免“枪打出头鸟”、绕过无谓的派系纷争，委任他担任主
编，再好不过。
《文学杂志》出版两期之后，《独立评论》登载了商务印书馆的广告，这样交代创刊缘起一　　本馆
在一二八前所刊行的小说月报，已有二十多年悠久的历史，向来被认为专载文艺的唯一刊物，民十革
新后，又成为传播新文艺作品的有力的机关，自一二八停刊到现在五年多时间内，屡得爱好文艺的读
者，来信要求我们复刊。
本馆为适应读者需要计，遂决意来编印一种文艺刊物，定名《文学杂志》，不再袭用小说月报的旧名
。
①由此可见，杂志的创办并非是朱光潜或商务印书馆的一厢情愿，而是出于双方的配合和默契。
当然，胡适联络资金雄厚、信誉良好的商务印书馆董理其事，亦有助于扩大杂志的知名度，保障发行
管道的畅通。
而且，编辑队伍以北大、清华的知名学者为依托，具备了强势的象征资本。
其实，在战前4期的编辑事务中，沈从文、朱自清也起了很大作用，常风回忆说：　　沈先生有多年
编辑刊物的经验，对杂志的筹划十分积极热情，朱先生更可依赖他。
他除了负责审阅小说稿件，其它稿件朱先生也都请他看。
只有他们两位是看过全部稿件的。
每月在朱宅开一次编辑委员会，讨论稿件取舍，决定每期登什么稿件时，沈先生发言最热烈。
组织稿件他更是积极，他还一贯注意发掘有希望的文学青年，吸引他们写稿子。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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