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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史》共三编二十三章，包括第一编 新文学的播种与收获、第二编 新文学的兴旺与繁
荣、第三编 在炮火洗礼中的蜕变与新生，内容详细，通俗易懂，供广大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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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生平思想和美学主张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号尚武，沫若是他的笔名。
1892年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
他的童年时代，正是中国处于动荡、变革的时代。
这一环境，孕育了诗人早期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
童年和中学时代（1892-1913）。
郭沫若自幼聪颖好学，从童年起便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培养了他对诗歌的兴趣。
中学时代，除更广泛地涉猎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外，还阅读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
文章和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受古典文学熏陶又受新学的影响，初步接受了现代民主思想和外国
文学的影响。
由于不满腐朽落后的学校教育，他曾三次被学校“斥退”，其叛逆精神得到了初步表现。
留日时期和创造社的早期活动（1914.1-1925.5）。
1913年末至朝鲜，次年正月到达日本东京，勤奋学习日语和补习自然科学课业。
1914年6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郁达夫、张资平同学）。
1915年秋升人福岗第六高等学校（与成仿吾同学），1918年升人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在日期间学医，希望救国。
文学上受泰戈尔（印度）、惠特曼（美国诗人《草叶集》）的影响较深。
其间受到泛神论的影响，泛神论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远在古希腊、古印度和中国的先秦时代就已经出
现。
到16至18世纪，在欧洲形成了一个影响较大的学派。
古今中外宣扬泛神论的哲学家，尽管对泛神论思想的阐述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点，即主张··神
即自然，自然即神”，认为神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之中，不承认在自然界之外还有什么神的存在
和主宰。
可见，泛神论是作为突破神学束缚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想，是当时宣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种表现形
式。
但理论上并没有突破神的观念，并不是彻底的唯物论，认为万物有灵的观念，实质上是一种人文主义
精神，这一思想为个性、思想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武器。
1921年7月，郭沫若发起并组织创造社--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浪漫主义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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