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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们提起闻一多先生，首先会想到他是诗人和斗士，其次才会想到他是一位学者。
对此，朱自清说得最为中肯：
“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
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
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
”
 从学者的身份来看，唐诗一直是闻一多教学和研究的重点，持续的时间最长．因为在他看来，
“唐诗是中国诗的高峰，也是世界诗的高峰。
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如果文化被淘汰，这个民族就灭亡了。
”
《唐诗杂论》是作者生前拟订的关于唐诗研究的写作计划，由于突然离世，致使最终未能完成(今藏于
国家图书馆的闻一多遗稿中，有《唐诗要略》、《陈子昂》等多篇提纲性质的研究文字)。
后来汇编成册的《唐诗杂论》中的文章大都发表在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报章杂志上，其内容涉及
宫体诗、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杜甫，太白诗英译等多个方面。
书中的许多观点具有“立一篇之警策。
的功效。
如：开篇即提出唐代开国五十年。
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的论断，指出初唐诗与六朝诗风紧相关联。
指出宫体诗的“自赎”是一种蜕化，是从朽陈的母体中蜕出的新生命，《春江花月夜》则是。
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由质疑“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
指出贾岛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是惰性的中国社会映照⋯⋯这些独特的视角和研究万括，不仅当时极具开
创意义，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依然富有启迪。
或许这也是此书不断翻印、长销不衰的原因之一吧。

 作为一名诗人，
闻一多对于诗的贡献真是太多了!。
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不但创作新诗，还研究和评论新诗。

《诗与批评》就是一部评论现代诗人、诗作的作品，内容包括：评介郭沫若、田间、臧克家等新诗人
，以及对诗的格律、商籁体、国外的诗歌批评等。
现代诗人诗作如何评介，在当时是颇有争议的事，但闻一多先生以“冷静的头脑。
和“不对某种诗有所偏爱或偏恶。
的态度出发，作出了确切而公道的批评之语，如：
《女神》为“时代的肖子”
“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
，田间的诗为“时代的鼓手。
，等等。
这些中肯之语使他成为新诗选“颇合乎选家资格。
的上佳人选。
可惜这些都成了未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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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
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新月派代表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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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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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之地方色彩
《烙印》序
《西南釆风录》序
《三盘鼓》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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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田间的诗
文艺与爱国
——纪念三月十八
邓以蛰《诗与历史》题记
诗人的横蛮
诗的格律
先拉飞主义
戏剧的歧途
泰果尔批评
谈商籁体
论《悔与回》
附 录
从宗教论中西风格
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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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和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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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以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因为艺术不管它
是生活的批评也好，是生命的表现也好，总是从生命产生出来的，而生命又不过是时间与空间两个东
西的势力所遗下的脚印罢了。
在寻常的方言中有“时代精神”同“地方色彩”两个名词，艺术家又常讲自创力（origi—nality），各
作家有各作家的时代与地方，各团体有各团体的时代与地方，各不相同，这样自创力自然有发生的可
能了。
我们的新诗人若时时不忘我们的“今时”同我们的“此地”，我们自会有了自创力，我们的作品自既
不同于今日以前的旧艺术，又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
这个然后才是我们翘望默祷的新艺术！
 我们的旧诗大体上看来太没有时代精神的变化了，从唐朝起，我们的诗发育到成年时期了，以后便似
乎不大肯长了，直到这回革命以前，诗的形式同精神还差不多是当初那个老模样。
（词曲同诗相去实不甚远，现行的新诗却大不同了。
）不独艺术为然，我们文化的全体也是这样，好像吃了长生不老的金丹似的。
新思潮的波动便是我们需求时代精神的觉悟。
于是一变而矫枉过正，到了如今，一味地时髦是骛，似乎又把“此地”两字忘得踪影不见了。
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
洗礼”等洋名词。
但是，我们的中国在哪里？
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哪里？
哪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
又哪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
（（女神》关于这一点还不算罪大恶极，但多半的时候在他的抒情的诸作里并不强似别人。
《女神》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多了，例如Apollo，Venus，Cupid，Bacchus，Prometheus
，Hygeia⋯，是属于神话的；其余属于历史的更不胜枚举了。
《女神》中的西洋的事物名词处处都是，数都不知从哪里数起。
《凤凰涅槃》的凤凰是天国的“菲尼克斯”，并非中华的凤凰。
诗人观画观的是Millet的Shepherdess，赞像赞的是Beethoven的像。
他所羡慕的工人是炭坑里的工人，不是人力车夫。
他听鸡声，不想着笛簧的律吕而想着orchestra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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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学图书馆文库:唐诗杂论 诗与批评》评论的对象从唐代到现代，时间跨度和风格差异较大，但由
于作者闻一多就是一位优秀诗人对古今体诗都素有深究，故文字之间表现出的体贴入微不说，而且行
文风趣轻灵，读来丝毫不觉艰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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