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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现代文学学科已经得到恢复，70年代末拨乱反正的成果
已经为学科寻求突破和发展铺出了一条大道。
这个时候，“创新”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最热门的话题。
人们不会忘记文学研究中为了创新而掀起的几次激动人心的热潮，诸如“美学热”、“方法热”等。
但是，人们好像都不大提起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还有一股引人注目的热潮，那就是热评“现代主义”的
高潮。
许多研究者热心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作家“平反”，高度评价他们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贡献，阐
述其思想意义，提高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挖掘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家创作中所受现
代主义的影响。
现代文学的第一篇标志性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被确定为象征主义之作，郭沫若的早期小说被发
掘出最早的意识流手法；拉起了从李金发到“九叶诗人”的一整条现代主义的历史线索，使现代主义
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在现代文学史上三足鼎立，三水分流⋯⋯那时，现代派几乎等于“现代化”。
在大学的课堂上，谁讲授现代主义作家作品，肯定会大受欢迎；谁排斥、低估现代派，谁就成了思想
落伍的代表。
　　然而，当我们大讲特讲现代主义的时候，我们就真懂得现代主义了吗？
当20世纪50年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说起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大概简单的两个词就能概括，一是
“没落”，一是“颓废”。
公认的说法是，现代主义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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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第一部历史考辨与理论建构结合的中国现代诗学范畴学专著。
全书立足于中国现代诗学发生发展的实际过程，选取意象论、象征观、音乐性、纯诗说、智性化、契
合论、颓废风、晦涩论等基本范畴，分别涉及诗歌的本质特征、审美形态、审美方式、审美价值诸方
面，采取历史还原的方法，论从史出，探源溯流，阐精发微，从古今中外不同资源和语境深入探讨现
代诗学范畴内涵的发生、演变和特征，多维度观照并建构起中国现代诗学的基本体系。
无论是观念拓新，方法运用，还是诗美阐发，学理辨析，抑或史料发掘，皆新见迭出，多有创获。
全书视野开阔，取材宏富，结构合理，论述详审，分析透辟，见解独到，所述史料翔实、信而有征，
所论实事求是、言之有据，表达流畅、生动，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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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处下手”——“现代”“诗学”的内涵　第二节 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　　西方资源——复杂多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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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旧立新”的意义．　　“探海灯”与“礁石”——传统与反传统——“存旧立新”：古典诗学的
激活——“取法西学”：新眼光、新方法——“求新图变”：新旧对照的观念——“复兴晚唐”：诗
歌创作的新途径第一章 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　第一节 中国现代诗学的态势　　“诗学”的意义——
现代化与“西化”——对古典诗学的反叛——晚清诗界革命——“五四”文学革命的策略——形成性
影响——历史错位——共时性接受——渗透性状态——接受的位移和变化　第二节 中国现代诗学的建
构　　“他者”与“自我”——建构元素——东方因子——现实契机——审美体验　第三节 中国现代
诗学的特质．．　　第三种诗学：“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实践性——西方诗学的超验
性、神秘性——中国古代诗学的品鉴性、实用性——中国现代诗学的作者论、当下性、零星式第二章 
诗的本质特征论．．　第一节 意象论．．　　意象的价值——古典意象：意中之象——鲁迅的“意想
”论——现代意象：从柏拉图到克罗齐、萨特——意象主义：视觉意象——新批评：感觉的遗留和再
现——现代意象的不同取向——对意象主义的接受——中国意象抒情诗——现代都市诗——意象的变
异——契机和动因　第二节 象征说　⋯⋯第三章 诗的审美形态论第四章 诗的审美方式论第五章 诗的
审美价值论附录 中国现代诗学著作目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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