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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均的《中国新诗批评观念之建构》，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大力加工修改完成的。
作为书稿最初的读者之一，我愿向新诗研究同行和诗歌爱好者说一些话。
　　自1918年胡适发表新诗批评著名论文《谈新诗》，1935年朱自清发表新诗历史发展批评长文《中
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以来，新诗的理论批评和历史叙述，在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不断提
出、建构和确立一些理论观念与文类术语。
这些观念和术语，至今在种种框架、范式、方法的阐释中，一直被言说和运用，在进行历史的和现实
的诗学“对话”中，起着一定的有效性的作用。
在使用过程中，又不断注进各自的理解，使它内涵与外延的包容性，愈加灵活多元，模糊无边，甚至
产生了某些自相矛盾、互相排斥的困境和尴尬。
　　中国新诗理论与批评史研究，在整个新诗发展研究中，尚属薄弱环节。
即使是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多因袭旧例，疏于观念梳理，缺乏历史复杂性的构建与理论探究的深度。
就新诗观念这个侧面来说，面对已有90年发生发展历史的新诗，和比新诗创作与思潮更花样繁多的理
论言说，如何通过一番学术考古式的历史和理论上的梳理、辨析、整合，去努力厘清和阐释新诗批评
史中的纷繁复杂的基本观念的渊源走向、内涵外延、关联结构、更新嬗变、变形扭曲、误读强解，为
新诗理论与批评历史的书写和当下新诗的批评研究，提供某些更为有序思考的参照与借鉴，已经成为
新诗历史研究和当代诗学批评的一种偿还“宿债”式的理论课题。
陈均以一个青年学人的勇气、眼光和思维，进入这一课题，做了一番发掘、整合、论析的功夫，这部
书的意义和它的困难，都是可以想象的。
诚如他说的，踏入这“疑窦丛生的‘旅行”’，几乎可以说是一次诗学研究中的“灵魂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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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诗批评观念之建构》所要探讨的是中国新诗史上出现的诸种观念及其历史结构的关联性
，通过对这一历史情境中种种话语形态的清理和细读，力图把握进入历史的契机，从而在观念与历史
、普遍性和个性之结合等方法论基础上，对呈现于“中国新诗批评”中四对主要观念的建构过程进行
论述，并以此为角度反观中国新诗之发生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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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均，文学博士，1974年生于湖北，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曾任教于中国传媒大学，现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出版专著有《闻一多》，编订有《新诗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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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自然与格律　　在中国新诗诸多相互纠葛的观念中，“自然与格律”之论可以说是最为
重要和最为突出的核心观念，它不仅贯穿中国新诗发展的脉络，而且以一种极为复杂的方式或深或浅
地充当左右新诗发展的历史能量。
从胡适以新诗“自然”论为新诗获取合法性开辟道路到50年代“新格律诗”讨论之余绪，“自然与格
律”的言说无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简言之，不同人物关于这一核心观念的论述，不仅事关新旧诗之争、新诗的合法性及正统性问题，而
且透析出新诗内部各种力量和资源关于新诗的设想和具体图景，更影响着对新诗的不同评价。
　　在“自然与格律”之观念的不同路向中，尤为吊诡的是其适应域的变化，它在中国新诗与中国社
会语境的关系变化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从而生发出不同的命题。
而这些命题，在现今的研究中，往往局限于新诗内部研究，在笔者看来，此种方式的研究，虽然或多
或少地清理出历史的线索，但由于视野的促狭，未能充分考虑到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文学与政治”
之间的关联，而显得对这一问题缺乏整体性的把握，更遑论直取中国新诗诸种问题的核心。
　　我之所以将“自然与格律”之说作为本章论述的重心，其考虑正在于这对观念处于中国社会文化
语境中的吊诡性。
在不同历史阶段，它取自于不同的资源，扮演着不同角色，有着不同的效果和作用，由于整个中国新
诗的发展历程和中国社会的变动之间的各种层面上的关联，这对观念的表达和实践无疑比其概念本身
更为复杂；而其关系的转化和适应域的转移，也体认着中国新诗所面临的不同情境和问题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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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一个“创造”的时代，新诗创生之际的种种观念和实践，其后遵循不同的路径，或被建构，
或在历史的深处消失得无影无踪，或在某些历史时刻“还魂”。
这些观念和实践事实上共同塑造了新诗，不仅是一个名曰“新诗”的文类，而且是一种被称之为“新
诗”的观念，这是一个临界点，这一“事件”的出现使得问题和以前变得不同，诸多观念也藉此被激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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