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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历程是一条坎坷曲新的道路，应该站在理性和客观的高度来观照现
代主义，应该客观公正地为现代主义正名。
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杰出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
现代主义诗歌传入中国已有80多年，虽然中间曾经中断过，但是，获得新生后，即不断地生长发展，
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这说明现代主义诗歌同样是人类优秀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我们中国人应该有伟大的气魄和广阔的胸怀，拥抱世界上所有优秀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同时，继承
和发扬我国伟大辉煌的传统文化，力求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更加光辉灿烂的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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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发轫期　　第一节 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　　
当我们谈到来源于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歌时，就不能不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引进现代主义诗歌创造了条件。
　　中国是泱泱诗国，有着源远流长、极其深厚的诗歌传统。
然而，深厚的传统也意味着因袭的沉重。
由唐诗沿袭而来的旧体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已陈旧僵化，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
为此，有识之士也曾立志改革创新，如清末黄遵宪提出“诗界革命”，提倡写“新派诗”。
但是，这种“诗界革命”、“新派诗”不过是旧瓶装新酒，只是主张以俗语入诗，并表现海外新事，
其形式基本上没有大变。
世界已经走到20世纪初，该以什么样的诗歌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时代呼唤全新的诗歌。
“五四”时期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变革的社会现实呼唤诗歌的变革。
中国旧诗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已成式微颓势，从中国诗歌本身发展的趋向看，也必须呼唤新诗。
所以，新诗势出必然地出现在“五四”时期。
　　“五四”运动既是政治运动，又是新文化运动。
而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以往的历史教训，痛切地意识到，要改变中国半封
建半殖民地的贫穷落后的命运，走向现代社会，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在意识形态尤
其是价值观领域开展一场彻底的反对旧思想的启蒙运动，在当时就是要“打倒孔家店”，批判尊孔复
古的逆流。
肩负时代使命的新一代知识精英，特别关注对精神文化的现代化追求。
他们以列强为参照物，认为中国要强大，就应该像欧美那样，实行民主政治，而其前提在于人的解放
，而人的解放的本质就是国民精神的解放，这是社会变革进化的重要前提。
为此，先驱者们勇敢地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封建文化作斗争，为人的解放，为国民精神的
解放奔走呼号。
由此，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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