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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闻一多新诗艺术》根据英国学者布尔顿的理论，把闻一多诗歌艺术探索的内容分为感性形式和
理性形式，理性形式主要指思维逻辑、情感模式、意象生成、主体幻象和章法格局等。
感性形式主要指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以及语言特征、体式特征等。
虽然其中各个章节不是连续写出的，但论说的内容和内在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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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霆，男，1951年9月生，江苏太仓人。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现主持江苏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新文学史料》
、《江海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百篇。
出版著作有《新格律诗研究》、《十四行体在中国》、《中国十四行体诗选》、“新诗理论发展
史(1917－1927)》，《中国新诗的现代品格》、《中国现代诗学史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
、《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综论》等
，其中《新诗理论发展史(1917－1927)》《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十四行体在中国》、《百年
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和《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综论》获江苏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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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开辟中国新诗发展的自觉时代第一章 诗史地位第一节 总结：新诗理论由初创到成熟第二节 开
端：新诗理论由传统到现代第二章 艺术思维第一节 从非诗到诗化：主体意识的觉醒第二节 从无序到
有序：整体观念的确立第三节 从单纯到圆满：辩证思想的发展第四节 从否定到扬弃：开放精神的张
扬第五节 从破坏到创新：艺术发展的规律第三章 抒情基调第一节 热烈——冷静第二节 浪漫化——现
实性第三节 个体性——普遍性第四节 演变的动因分析第四章 艺术构思第一节 进展的圆形结构第二节 
自由的散旬结构第三节 现代的矛盾结构第四节 高层的立体结构第五章 幻象特征论第一节 幻象是诗的
内在原素第二节 意象和意象特征第三节 形象和形象类型第六章 化丑为美论第一节 美丑对举第二节 丑
的象征第三节 丑得精致第四节 审丑价值第七章 戏剧化例释第一节 新诗戏剧化理论第二节 戏剧独白体
诗倒释第三节 戏剧对白体诗例释第八章 韵律特点论第一节 对闻一多诗律论的考察第二节 对徐志摩诗
律论的考察第三节 闻一多、徐志摩诗律论比较第四节 韵律的诗和旋律的诗评价比较第九章 音乐美新
论第一节 新诗的节奏第二节 新诗的格调第三节 新诗的用韵第十章 脚镣说新论第一节 理论依据：游戏
说第二节 核心内容：遵循艺术规律第三节 美学追求：征服工具的快乐第四节 艺术指归：在限制中完
成艺术第五节 实践评价：提高新诗艺术水准第十一章 绘画美新论第一节 词藻：新诗绘画美的传达工
具第二节 色彩：新诗绘画美的构成要素第三节 线条：新诗绘画美的重要媒介第十二章 建筑美新论第
一节 构形的基本原则第二节 构形的组织规律第三节 诗节的形神关系第四节 诗节的形音关系第五节 诗
形的内在矛盾第十三章 语言特征论第一节 杂糅的词汇第二节 浓密的词藻第三节 复杂的句式第四节 诉
说的调子第五节 锤炼的工夫第十四章 体式革新论第一节 连续形式的创造第二节 诗节形式的创造第三
节 固定形式的倡导附录：闻一多新诗创作(发表)系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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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抒情的方式：“应是艺米的”　　郭沫重重视诗情，多次强调“诗的本职专在抒情”。
这给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初期白话诗重实轻我、重理轻情，因此平实明白、拘泥具象、滞留事实、淡而寡味，虽预示着白话诗
有着光明的发展前途，但却陷入新的困境，根基并不稳固。
郭沫若主张诗“是情绪的自身的表现”，在抒情方式上采用直接抒情。
首先是诗人赤裸裸地表现“自我”，“诗的文字便是情绪的自身的表现”①。
在具体创作中，他一方面把“我”作为宇宙一分子融合到宇宙万物中，另一方面又将宇宙汇映在“我
”的生命中，使诗歌跳荡着自我生命的表现。
其次是强烈情感的直接抒发。
这种“自然流露”的抒情方式是引入西方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成果，使传统诗歌审美规范获得一次伟
大解放，扩大了新诗的感受容受性，提高了感情的表达能力，其在新诗发展的初期开创意义重大。
　　但是，郭沫若的直抒方式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火山爆发式的感情容易流于粗暴。
郭沫若就说自己五四时期创作的新诗在别人看来嫌暴，而“暴”是不合审美要求的；二是强调自我有
时会影响诗情的普遍性。
强烈感情的直接抒发能够直接表达心象，超越感觉和知觉，但若不注意，诗人所能借助的难以定量、
定性、定位的内在体验语词很容易走向概念化，变成强烈概念的自发罗列，强烈的感情不经过艺术的
处理，直接地倾泻出来，必然走向散文化。
在这方面从理论和实践上起弥补作用的正是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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