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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作者在二十年来的教学研究中，不断收集材料，全力重写，
把考察时段上溯十九世纪，下及当代，细绘出“未来—变化—变后之变”三阶段大场面，并且以这个
大规模考察作背景，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中国的诗学，哲学，宗教，是美国诗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关
键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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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毅衡，著名文学与文化理论家，197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师从著名诗人学者卞之琳先生，以形式
论为终身研究方向。
1988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到英国伦敦大学任教。
2005年到四川大学工作，2008年恢复中国国籍，2009年创建“符号学一传媒学研究所”。
在形式分析上卓有创见，英文与中文著作丰富，得到过多种研究奖。
近年主编《符号与传媒》刊物，主持《符号学论坛》网站，集中力量于符号学与广义叙述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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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 5.禅学西传 6.禅与随机诗学 7.三教合一，斯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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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又如美国现代相当著名的女诗人芭贝特·道依契（Babette Deutsch），早年参加新诗运动
，20世纪30年代参加左翼文艺运动，1944年后任国会图书馆名誉顾问。
其诗论《现代诗》（1935）是一本重要论著。
她基本上是苏联文学专家，所以中国影响在她创作中比较零散，但她是个批评家兼优秀诗人，每有所
作，一均深思为之。
 此外，本书还会提到诸如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E.E.肯明斯（E.E.Cummings）等，本书并不把
他们列入受中国影响的诗人名单中，因为中国诗影响只是偶一见之。
 蒙罗在自传中写道，在新诗运动最热闹的1916年，芝加哥《诗刊》编辑部来客不断，成天在进行激动
的讨论：“我们讨论美国诗，分析中国古典诗的吟咏法，评论林赛用舞蹈者与他的朗诵配合的想法⋯
⋯” 甚至庞德和罗厄尔搞出的“拆解”中国文字以求意象构成的怪念头也蔚为风气。
约瑟夫·霍尔写道：“华盛顿大学我班上的学生着了迷，想把中国字的并列的字根意义，写成像样的
英语诗。
” 据狄任斯说，当时几乎每星期可在刊物上看到中国诗译文。
毫无疑问，美国诗坛的“中国热”是文学史不得不处理的大题目。
 第三节 当代诗人 1.概述 中国诗的影响与新诗运动同步在1922年达到了高峰，以后也同步逐渐趋于消退
。
从那时起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保守的艾略特——新批评派占统治地位，对中国诗歌的兴趣保持在少
数几个诗人身上。
到了50年代末，“垮掉的一代”的风暴，连同其他反学院派诗歌运动席卷美国诗坛，“中国热”才再
次潮涌。
 与第一次浪潮的不同在于，它并未轰动一时，却持续得较久。
今天，四十多年过去了，仍未出现衰退的迹象。
 使我的研究更困难，或者说更有意思的是：目前对中国诗歌的认识早已不像1910年那样有限了。
那时庞德或韦利的一个薄薄的译本就可以引起轰动，成为尽人皆知的话题，也使我们的“影响研究”
有根有据。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诗歌译本相当多，被英美学者解释得更完备。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美国诗人各选一位中国古人为师：白居易，元稹，林和靖，王维，寒山，苏轼，
分别有崇拜者。
 今日美国诗更加多样化，第二次浪潮自然也比第一次更为多姿多彩。
 与新诗运动时期相似的是，当代美国诗接受中国影响最多的是反学院诸派——黑山派，垮掉派，嬉皮
士运动中出现的禅道诗派，新超现实主义诗派，而学院派则更倾向于接受欧洲传统。
中国影响与“美国性”持久一世纪的结合，证明它是美国现代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美国文化
中与欧洲传统相对的制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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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由赵毅衡所著，为中国新时代比较文学研究中第一本具有扎
实影响的著作，得到中国比较文学协会颁发的比较文学研究一等奖。
但原书印数极少，已成学界罕见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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