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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季羡林　　我们眼前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20世纪的世纪末；再过三年，一个新世纪就要
来临了。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各行各业都应当回顾一下，回顾过去九十多年中我们的所作所为。
世人都知道&ldquo;鉴往知今&rdquo;的重要意义。
鉴往决不是什么&ldquo;发思古之幽情&rdquo;，而是为了&ldquo;知今&rdquo;，而且两者都是为了预测
未来，以便把将来的工作做得更好。
人类总得随时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嘛。
人类社会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
　　而且眼前不仅是世纪末，而且是千纪末，其意义当然与一般的世纪末迥乎不同。
世纪和千纪，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与大自然的年不同。
没有耶稣，哪里来的世纪和千纪呢？
可是一经创造出来，它们对人类的思维和行动就产生了影响，历史事实和眼前发生的事情都已经证明
了这一点，无须赘述。
　　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包括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人，决不能例外，我们也要回顾一下，前瞻一
下，预测一下。
我们这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就是回顾，回顾过去将近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情况，收获
在哪里？
成功之处在哪里？
还有没有不足之处？
如果讲成绩，如何进一步发扬光大？
如果讲不足，又如何加以避免或弥补？
总之，我们要回顾的问题多得很；但是，主要讲的是成就，因为成就确实是十分辉煌的。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鉴往为了知今，知今为了预测未来。
在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围内，在那即将来临的新世纪中，我们主要应该做哪些事情？
我们现在常讲&ldquo;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rdquo;；但是，在中国文学中优秀究竟表现在什么地
方？
这一点，我们在鉴往回顾时应该结合今天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弄个清楚，然后弘扬才有目标，才
有根据。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至少有两件事可以弘扬，这都是中国文学中独特优秀之处：一个
是&ldquo;天人合一&rdquo;的思想，一个是中国文学独特的艺术性。
近二三百年来，自从西方兴起产业革命以后，西方文化主宰了世界，最显著的表现是在科技方面。
西方思想的核心是&ldquo;征服自然&rdquo;。
&ldquo;征服&rdquo;的结果是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衣、食、住、行四个方面都包括在里面。
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否定的。
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殃，比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出洞，自然资源匮乏，人口爆炸
，新病丛出，等等。
所有这些弊端都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前途，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切不可以等闲视之。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惟一的办法就是以中国&ldquo;天人合一&rdquo;的思想，也就是要与大自然为友不要为敌的思想济西
方&ldquo;征服自然&rdquo;的思想之穷。
倘若真正付诸行动，人类庶几能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ldquo;天人合一&rdquo;思想基本上属于哲学范畴，但是文学中也会包含着这种哲学思想的。
因此，在未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着重探讨这种思想，弘扬这种思想。
这种&ldquo;天人合一&rdquo;的思想，东方其他国家也有；但以中国为最显著，最突出。
可惜我们有时也没有做到，因此，即使是在中国，这种思想也必须大力弘扬，何况是对西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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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鲁迅先生曾提倡过&ldquo;拿来主义&rdquo;，就是要把西方的好东西拿过来为我们所用。
现在，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倡&ldquo;送去主义&rdquo;，就是把中国的好东西送给西方，让他们也能
够得到好处，这是第一件好事情。
第二件就是中国文学独特的艺术性，比如一些诗句只有名词，没有动词，等等。
美国诗人Ezra Pound曾试图模仿。
这种艺术性，外国诗人和学者极难理解；但倘若介绍出去，也可能丰富西方创作的表现能力和艺术魅
力。
　　我们在未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可做的事情还很多，以上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希望中国的中国
文学研究专家和外国的专家能共同努力，互相沟通，使中国文学研究在新的世纪大放异彩。
是为序。
　　1997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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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系列，20世纪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变化大，发展
最快，其过程也极其曲折复杂，既有昂扬奋进、慷慨悲歌，也有荒诞滑稽。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在这时代的浪潮中思索、探求、觉醒、创造，推动着学术的发展，也推动着社会的
发展。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一个世纪是一个关键和重要的世纪。
在这百年之中，中国从贫穷、落后、封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展成独立自主的、强大新兴的
发展中国家。
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作为观念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学术领域，也经历了转型、发展变化的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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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尚礼，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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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然新月社或新月诗派在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时间较早，学术界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社团或流派
进行综合研究却起步较晚。
以往较多地是对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诗人的个案研究，对新月诗派的整体研究严格地讲是从80年代
开始的。
　　80年代初期，学术界相对集中地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新月诗派的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陈山
的《论新月诗派在新诗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蓝棣之的《论新月诗歌的思想特征》（《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丛刊》1982年第1期）、王强的《关于&ldquo;新月派&rdquo;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丛刊》1983年第3期）等，这些论文主要围绕新月诗派的历史生成、发展变化、思想特征、艺术倾向
及地位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清理和阐述。
其中陈山的论文首先指出了研究新月诗派的难度和意义：&ldquo;研究新月诗派的历史地位，最大的困
难在于弄清楚它本身复杂的思想倾向与它所推行的新诗运动的性质。
像新月诗派一类复杂的作家、社团与文学流派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为数不少的。
这种文学现象，不但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在文学领域的反映，
也是文学艺术本身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内在运动规律所决定的。
我们在分析新月诗振的性质时，应从政治、思想与艺术各方面来如实考察它复杂的社会面貌及其具体
的历史变化，揭示它内在的共同的基本倾向。
&rdquo;该文还从具体资料中印证了新月诗派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影响和作用，并揭示了这种作用的意义
：&ldquo;朱自清先生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涛集》人选的五十九家诗人中，作品被选录得最多的
是闻一多，其次是徐志摩。
一九三六年伦敦出版的《中国现代诗选》，所选十五家诗人中新月诗人占八家之多。
《文学》杂志一九三七年一月揭载《我最喜欢的一首新诗》的读者征稿，二十一人中有九人答复的是
新月诗人的诗作。
当时出版的四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新诗史（即：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陈炳望《最近三十年中
国文学史》，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草川朱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都把新月
诗派或新月诗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评述。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研究新月诗派四大诗人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陈梦家的专题论文篇数不下
半百。
这些客观的现象说明：新月诗派在艺术上确曾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新诗发展产生过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作
用，引起过研究者普遍的注意。
&rdquo;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新月诗派形成于新诗在艺术上迫切需要进一步发展的重
要时刻。
他们对新诗艺术的重视纠正了人们对新诗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他们写下的一些内容进步、感情健康、有一定艺术成就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新诗的声誉，并
把对新诗艺术规律探索的水平提到一个新高度。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的革命诗人，在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与革命的创作内容的同时，都不拒绝吸
收像新月诗派、现代诗派这样的诗歌流派的创作成果，作为自己的艺术营养，如艾青、何其芳、冯至
等。
第二，新月诗派在新诗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并在创作上做了大规模的富有创
造性的　　试验，为新诗在艺术形式上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新月诗派的新诗格律化运动，从当时新诗坛的混乱中摸索出一条新诗艺术发展的具体路子，是有着历
史意义的。
　　俞兆平1988年7月出版的《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是这一方面研究的重要创收。
俞著从美的本质特征、美的理想、美感分析、审美鉴赏等方面对闻氏的美学主张，作了寻根溯源的探
讨与分析，对闻一多美学思想与康德、歌德、济慈、克乃夫&middot;贝尔等人美学思想的关联，作者
也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梳理，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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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闻一多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研究者们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费振刚的《闻一多先生的诗经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王达津的《闻一多先生与{
楚辞）》（《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郑临川的《闻一多先生与唐诗研究》（《南京师院学报
》1983年第1期），吕维的《寻找民族文化的母题&mdash;&mdash;闻一多的神话研究》（《社会科学战
线》1986年第2期），袁謇正的《闻一多{楚辞）研究的基本层面》（《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尚永亮的《闻一多对（庄子）的礼赞、解剖和扬弃》（《江汉论坛》1986年第11期），侯美珍的《
古典的新义&mdash;&mdash;谈闻一多解{诗）对弗洛伊德学说的运用》（《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第1
期），梅琼林的《论闻一多诗骚学研究方法及其对传统训诂学的创造性超越》（《云南学术探索
》1997年第6期），戴建业的《用、&ldquo;诗&rdquo;的眼光读诗&mdash;&mdash;论闻一多对古代诗歌
的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1998年第9期），袁朝、冯伟莉的《论闻一多的古代神话民俗研
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等，分别从不同方面评述了闻一多的学术研究成果，揭示
出了其研究途径和方法给予我们当今学者的宝贵的启迪。
　　新时期以来，对闻一多轶著的史料发掘也取得相当的成绩。
由季镇淮、何善周、范宁组成的．《闻一多全集》整理编辑工作组，1979年开始，对闻一多的手稿进
行整理和刊印工作，1982年起，先后出版了《天问疏证》（三联书店1982年版），《离骚解诂》、《
九歌解诂&middot;九章解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等闻一多学术研究论集。
此外，高真在闻铭、闻家　　驷协助下整理的《闻一多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至1985年第1期），周良沛编《闻一多诗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
室编选的《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也都收入了大量的闻氏的轶文轶诗，为闻
一多研究的深入发展，做了必要的准备。
　　二、徐志摩研究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徐志摩的诗文无疑是一个极为引入注目的文学现
象。
几十年来，对徐志摩作品的评价几乎没有取得过一致的意见。
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今，每一位力图赞扬他或力图贬抑他的论者几乎都能同时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各自
所需的足够论据，这就自然使得徐志摩成为现代文坛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评论热点。
　　（一）诗歌研究　　徐志摩一生创作的诗集共有四部：《志摩的诗》（1925年）、《翡冷翠的一
夜》（1927年）、《猛虎集》（1931年）和《云游》（1932年），此外，还有集外诗作和译诗近百首
。
对这些诗歌的评论性文字起初见于1925年前后。
当时，朱湘、饶孟侃、周容等著名诗人以《晨报副刊》等为主要阵地，发表了数篇对徐氏诗作的点评
之作，开徐志摩研究之先河。
　　此外，孙凯风的《林语堂小说论》也是近年出现的林语堂小说研究中有分量有特色的文章。
在该文中，作者集中剖析了《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红牡丹》、《唐人街》、《
奇岛》和《赖伯英》七部小说中西文化合璧的总体风格，以及在人物塑造上的&ldquo;自我&rdquo;性
和&ldquo;个人化&rdquo;，艺术形式的意到笔随，各式爱情故事异彩纷呈等方面的突出特色。
文章还从不同视角对七部作品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并指出，这七部小说既是&ldquo;文化小说&rdquo;
、同时又是&ldquo;性灵小说&rdquo;和&ldquo;爱情小说&rdquo;，它们的不同侧面的综合，正是林语堂
小说观的形象体现。
文章概括说：&ldquo;林语堂的小说创作很少从客观现实．出发，更多的是立足于抽象的文化观念，从
文化的视角来观照人生，用文化理想演绎人生&rdquo;，&ldquo;他的小说就是他对中西文化的一种形
象图解&rdquo;。
该文从&ldquo;性灵小说&rdquo;的视角，指出了林语堂以性灵为核心的文学创作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的内容，&ldquo;即强调培育性灵是文学创作的前提条件，作者的性灵是文学创作选材的根据，表现性
灵是&lsquo;真&rsquo;的文学的基础，性灵是艺术创新的动力&rdquo;。
在这样一种文学创作论的支配下，林氏的小说，主要是作为表现&ldquo;性灵&rdquo;的载体而出现的
。
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具有&ldquo;自我性&rdquo;，&rsquo;即无论是&ldquo;寒门之子&rdquo;还是&l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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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智者&rdquo;，都是作家林语堂对&ldquo;自我&rdquo;的凸现；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则又是&ldquo;个
人化&rdquo;的，即对她们的塑造都是以林语堂独特的女性观为依据的，她们的总　　&lsquo;和，构
成了林语堂女性观的全貌。
此外，为了独抒&ldquo;性灵&rdquo;，林语堂的小说在艺术上追求&ldquo;意到笔随&rdquo;，&ldquo;
使用那种从容不迫的笔调，让自己的艺术感受力和艺术表现力得到充分的发挥&rdquo;。
该文还总结了林语堂小说在题材方面的特点，指出，林语堂的七部小说，&ldquo;部部都有美丽的动人
的爱情故事，而且，有关这些爱情故事的叙述几乎成了他创作的主旋律&rdquo;。
该文最后还对从&ldquo;文化&rdquo;、&ldquo;性灵&rdquo;和&ldquo;爱情&rdquo;的不同视角考察得出
的相异性结论，进行了综合和整体性的归纳，探讨&lsquo;了林氏小说谈论文化、书写性灵、表现爱情
等不同的追求之间的关联：&ldquo;无可否认，当林语堂把文化和性灵寄托于这些男男女女的悲欢离合
之中加以阐发时，它们是可以得到更好的流播的；同样的，这些爱情故事也会因为文化和性灵的注入
而显得高雅且有独特魅　　力&rdquo;。
这段阐释透过林语堂小说令人心动神往的爱情面纱，触摸到了其深层的文化内涵，揭示了林氏小说真
正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孙凯风的这篇文章将林氏的散文创作风格与小说创作追求结合起来考察，将幽默、性灵、闲适扩展为
林语堂文艺观念的整体，并找到了它们在林氏小说中的闪现，代表了近年来林语堂小说研究中的一些
最新思考，将林语堂小说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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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文学研究》从变化迅速、纷繁复杂的大量文学研究现象中，概括本阶段中国文学研究总体
性历史特征及发展的基本线索；探索中国文学研究从传统研究向科学化、现代化转型的轨迹和形态，
研究二者的继承、革新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文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