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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蜀学（第5辑）》乃中华学术之一，特具四川地域文化之优长。
其肇起汉初，衍于晋唐，繁盛于两宋，至晚清夏复昌。
本特刊的创办，旨在团结蜀中学者、蜀籍学者和研究蜀学的学者共同振兴和发扬蜀学优良传统而作出
贡献。
书中精选了几十篇带有原创性、有新发现和对原来的史料从不同角度去挖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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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我看来，五四以后，白话诗取代文言诗的主体地位，是中国语言发展的必然结果，
就文学语言方式的突变来说，当然可以说是“文学革命”。
但那实际上只是“文学语言方式”的更新，使作为民间口头语言的“白话”和早已在民间萌生和流传
了几百年的“白话文”、“白话诗”，正式登上了文学书面语言的主座位。
但并没有产生什么“语言革命”，中国语言仍然是文言与白话并存的格局，并没有把文言废掉。
可见“语言革命”的说法不符实际。
就“文化断裂”来说，文学书面语言的更新所造成的青年一代与文言的古籍拉远了距离的现象，虽然
像是文化表层的中介工具（语言）产生了“突变”，有导致文化传承“脱节”的危险性；但因为学校
里仍然在教文言文，中国的语言文字体系也并没有被外国语文所取代，所以说“文化断裂”，显然还
是说得过于严重了的。
在我看来，新诗舆旧体诗之不相衔接的真正的“断裂”之处，实际上，并不在表层的语言字句，而在
其艺术手法艺术形式所构成的整体艺术风格。
中国旧体诗惯于用声韵节奏，乎仄对仗，构成有严整格律的格律诗，舆新体的自由诗比较起来，就像
一个是珠冠玉佩的京剧花旦，一个是泳装台步的现代模特，艺术风格与精神气度是完全不同的。
新诗出现以后，在“文学革命”意识的激情支配下，在对旧诗精神内涵的封建意识全盘否定的同时，
却没有顾及到中国古典诗歌几千年艺术经验的积汇，是应该批判吸取传承发展的。
“玉石俱焚”地对待传统文化，是过激的“文化革命”情绪造成的错误。
遣裹，确实有应该修复的“断裂”之处。
这是因为，诗歌是最坚守民族性的艺术，任何一个民族的诗歌，它如果疏离民族母语和民族文化，不
能传承本民族长期积景的艺术经验，而只是靠借鉴外国和别的民族的诗歌艺术，那就难免会陷于艺术
的贫乏。
特别是我们中国，如果把几千年中国诗歌艺术的宝库弃诸不顾，而祇在“横的移植”中去学习外国现
代诗歌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那我们新诗在世界诗歌艺术的竞技场中，便不再像是家财囊万一掷千
金的富家子弟，而祇像是一个靠借钱过日子的贫困儿。
而且，新诗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方法，若不与本民族的诗歌艺术相融合，它就难于得到广泛而迅速的发
展。
所以，新诗虽然必须向西方学习现代的艺术，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尽一切努力，修复舆本民族传统诗
歌艺术的“断裂”，使古典诗歌艺术宝库中的那些有用的东西，能够在新诗的传承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这不是倒退地走“向旧诗和民歌学习”的道路。
而是要求新诗在继续“横的移植”、向西方学习现代诗歌艺术的同时，也要有“纵的继承”、对中国
传统诗歌艺术经验灵活地批判地吸取，以求达到“化古生新”的传承和发展。
例如说，当我们能运用现代语言为新诗建立起与自由体并存的各式各样的新格律体诗的时候，这个“
断裂”就可以部分地修复了。
如果我们能把古诗的艺术精华提炼出来，规范为多式多样的艺术技巧，运用于新诗的写作，这个“断
裂”无疑就会在新诗的历史性发展中逐步得到更完善的修复。
遣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需要付出艺术实践之长时间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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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蜀学(第5辑)(繁体版)》是由巴蜀书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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