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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两年，文化界发生了一个颇为轰动的事件，就是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的现当代文学。
他说中国现代文学相当于五粮液，当代文学相当于二锅头，两者的品位与价值无法比并。
此语一出，引发轩然大波。
旁观者清，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度肯定，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反思。
中国现代文坛，群星璀璨，名家辈出，佳作成林，确然是我们记忆里的辉煌。
就诗歌而言，郭沫若的《女神》是民国诗坛独领风骚的名著，是我国新诗发展史上第一座光辉的里程
碑。
郭沫若1892年11月16目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自幼聪慧，四岁半即拜师入蒙
，先后读过《三字经》《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等传统典籍，也曾学习写作试帖诗。
1913年进入成都高等学堂读书，后赴日留学，进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学医科。
留学日本期间，1919年，郭沫若与几位朋友集会，成立文学小团体“夏社”，为了同国内通讯，订阅
了上海《时事新报》，郭沫若在其副刊《学灯》上读到白话诗作品。
后来他创作新诗，投寄稿件给《学灯》，1919年9月11目首次得以发表。
郭沫若创作激情高涨，后续诗作不断，陆续在《学灯》刊布，逐渐蜚声海内外文坛。
1921年这些诗作结集为《女神》出版，郭沫若由此夺得“新诗人”的桂冠。
《女神》结集出版之前，郭沫若的新诗已引起学人的高度关注。
1920年初，郭沫若新诗创作处于高度兴奋的爆发期，负责编辑《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宗白华，
就十分喜爱郭沫若的新诗，在给郭沫若的信中，他说：“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
我每读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
因我心中常常也有这种同等的意境。
”他预言郭沫若是“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殷切希望《学灯》每期都能发表郭沫若的一首新诗。
《女神》付梓行世后，闻一多、朱自清等人皆及时撰文评论，予以肯定。
闻一多在一封家书中提起他在国内时“每每称道郭君为现代第一诗人”，在给友人顾一樵的信中，闻
一多也说：“我生平服膺《女神》几于五体投地。
”《女神》的艺术成就可以分为情感、技巧和体式三个方面来叙述。
闻一多《之时代精神》论证郭沫若从根本上异于我国往古之诗人，即在于他的诗作所映射的20世纪的
动的精神，“这种动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业之母，他是近代文明之细胞核”；其次是他的诗作
所显现的20世纪的反抗精神，“'自有'的伸张给了我们一个对待权威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现代文
明的一个特色了”。
“五四以后初步觉醒的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像火一样燃着，他们的心快塞破了”，这时候，在世
界呈现出死的岑寂的时刻，“忽地一个人用海涛的音调，雷霆的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
这个人便是郭沫若。
他所唱的就是《女神》。
”《女神》就像一团火，它的精神主线是反抗黑暗，追求光明，反对旧社会，向往新中国。
这些新诗寓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诗人具有朦胧的革命理想，他在诗中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告诉
我们要斗争，要创造。
这是饱含着血泪情感的新时代的呼唤。
《女神》抒发了炽热的反帝反封建的激情，喊出了人民群众的个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呼声，集中体现
了五四时期的历史要求和时代精神。
《女神》诗作技巧高超，作者自幼熟读唐诗，中学阶段受过不少写诗的训练，留学日本期间又接触了
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深受泰戈尔、惠特曼、歌德、海涅等世界著名诗人的影响，思想意识已经与世界
诗坛接轨。
他娴熟地运用象征、印象、通感、节奏、力度等西方现代艺术表现手法，突破了传统诗歌的藩篱，丰
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后继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阐述郭沫若新诗的特点时认为，在五四诗坛上，新诗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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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描写实生活为主题，而不重想象，中国诗的传统原本如此”，“中国缺乏瞑想诗。
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
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
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
”《女神》诸诗普遍运用想象手法，郭沫若于中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天才资质。
他设想离情，却又合乎感情发展的逻辑，“奇而不失其真”。
《别离》中摘下月亮送给心爱的女郎，《地球，我的母亲》以天球是地球的明镜，日月只是镜中反射
出来的地球的虚影，奇特而清新，但也未失掉诗歌赖以感人的真实性。
为了便于最大限度地自由抒情，《女神》多数诗篇采用自由体。
郭沫若在《论诗三札(一)》中提出，诗是“不借重于音乐的韵语，而直抒情绪中的观念之推移”，“
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隋绪的自然消涨”'。
《女神》中一些成功的诗作确实做到了以感情统摄语言节奏，使节奏的疾徐抗坠与感情的缓急升降谐
和一致。
《女神》艺术上也有缺失，一是诗人内心的感情大多直接倾诉出来，而且常用呼叫的方式喊出来，较
少运用侧笔和暗示，失于单薄浅露，缺乏丰富的形象和深邃的意境；二是行文之中大量使用外语词汇
，有明显的欧化倾向，影响了阅读的通畅，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对此已有批评。
《女神》自1921年8月结集由泰东书局出版以来，先后有几种版本行世，其中文字常有改动，经作者自
己修改的版本就有：1928年创造社出版的《沫若诗集》、1944年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凤凰》、1953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女神》、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一卷等。
本书以1957年作者最后改订本为底本，只列出初版本的简单校语，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参看其他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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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女神》是郭沫若的代表性作品，由一系列的组诗：《女神》《湘累》《棠棣之花》组成。
后来还被改编成诗剧，均是引用古代神话故事加以发挥，颇有借古讽今的意味。
《女神》歌颂积极创造新时代，《湘累》借用屈原和湘夫人的传说讽喻腐朽的旧社会，《棠棣之花》
则是赞颂为正义为祖国捐躯的献身精神。
《女神》还收录了郭沫若其他的诗作，以热烈的激情去歌颂了世间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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