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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郭沫若卷》采用了叙述和评论相结合的手法，从文学活
动、政治活动乃至个人感情经历等多个方面，展示郭沫若波澜起伏复杂曲折漫长壮丽的一生。
　　郭沫若作为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一员主将，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与时俱进，在多
样化文化思潮相互碰撞和交融的背景下，矢志不移地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和文化活动，在众多的
学术文化领域中作出了开创性的或十分杰出的贡献。
 　　郭沫若在诗歌创作上，表现出卓越的才华，他的诗思，在“五四”火焰点燃下，像喷涌的火山，
一发而不可止。
 　　诗的作用，是唤醒一代人的意识、觉醒，燃起激情，从精神层面，提供奋斗的决心和勇气。
《女神》正是从这一层面，在近百年的诗歌史上，受到几乎一致的好评。
它犹如新时代到来的闪电，她恰似一道霹雳，撕开沉沉黑夜。
以不羁张扬的个性、跳动敏锐的灵感、燃烧激越的热情、大胆奇诡的想像、庄丽浓郁的色彩，忽而急
迫、忽而舒缓的旋律，呼唤并催生新世界的来临。
 　　“与其说你有诗才，毋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
忏悔录啊！
”但是丹穴山上的香木不只焚毁了诗人底旧形体，并连现时一切的青年底形骸都毁掉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
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汉族，原名郭开贞，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
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
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
；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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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郭沫若小传一、学生时代二、日本留学三、组织创造社四、戎装北伐五、亡命十年六、归国抗
战七、追随周恩来八、访苏五十天九、再会毛泽东十、雄鸡唱晓十一、“遍地吹军号”十二、整理古
籍十三、“文革”中的遭遇第二章 作品赏析一、诗歌（一）《女神》1 《女神之再生》（原文）2 《
凤凰涅磐》（原文）3 《女神》赏析（二）旧体诗词引言1 《寿柳亚子先生》2 《读毛主席诗词》（满
江红）3 《题傅抱石画屈原像》4 《题百虎图》二、历史剧1 《棠棣之花》（第五幕“十字街头”）2 
《屈原》（第二场“雷电颂”）三、自传第三章 著作点评一、郭沫若史学研究的总体评价二、《中国
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节选）三、《我怎样写和》原文）四、郭沫若的考古学研究五、郭沫若的书法
研究第四章 方家评说作者概说专家评说第五章 生平作品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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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组织创造社进入冈山六高以后，郭沫若开始大量研读欧洲和俄国文学家如歌德、海涅、屠格涅夫
、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习课之余，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并着手翻译泰戈尔的诗歌。
郭沫若从写小说起步。
第一篇小说是《骷髅》。
创作灵感产生于就读九州医大时的尸体解剖课。
作品原稿已亡佚，郭沫若在《创作十年》中，简述了小说的主要情节。
第二篇小说是《牧羊哀话》。
作品以作者1914年的除夕，由北京搭乘京奉铁路途经朝鲜到日本留学的一段经历为背景，小说收在《
残春及其他》（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篇》第9卷）。
读完这篇短篇小说，令我们想起沈从文先生在三十年代初期的评论：“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诗人。
但是，创作（按指小说的创作）是失败了”。
“在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在故事情节的构筑上，在人物的安排上，在表述的语言的情境上，实在十分平庸。
表现在创作思想上苦闷、彷徨，找不到出路。
其厚度与深度都无法与鲁迅步人文坛时的处女作相比。
这与郭沫若在诗歌创作上表现出的出众才华，大相径庭。
但是，这两篇短篇小说是郭沫若走向文学创作的开始。
第一篇小说投出后，石沉大海。
第二篇投给当时北京的《新中国》杂志，发表在1919年11月15日的第1卷第7期。
这大大增强了郭沫若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和勇气。
1918年夏季，郭沫若从冈山六高毕业，考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从冈山搬到福冈。
八月下旬的一个下午，郭沫若午饭后在博多湾松林里散步，与一高预科的老同学张资平邂逅相遇。
张资平（1895—1959），广东梅县人，是学理科的，也是一位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
在海滩上，两位同学商谈起创办一个纯文艺的杂志的话题，他们认为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和《
小说日报》庸俗，《新青年》浅薄，《学艺》又太专门，中国现在缺一份纯粹的文学杂志。
同学见面一拍即合，于是商量起人选。
进入视野的，自然是在日本留学的同好成仿吾和郁达夫。
这样连同郭沫若和张资平，酝酿期的创造社发起人，实际上就是这四个人。
这次郭沫若与张资平的不期而遇，应当说就是创造社的“受胎期”。
但创造社究竟是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文学杂志，到底叫什么名字，是出月刊还是出季刊，当时还不明
确。
因为办杂志最主要的问题，班子的组成，经费的来源，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着落。
而成仿吾、郁达夫是否同意，也还是个未知数。
9月中旬，成仿吾来访，使创造社成立的速度加快，成仿吾是郭沫若冈山六高的同学，他十分赞成郭
沫若与张资平的想法，但在人手问题上，他主张宁缺毋滥，不要着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文化革命的新思潮裹挟着欧风美雨，席卷整个中国，自然也不能不波及远
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
郭沫若的感受是，“五四”以后，中国到处焕然一新，“在我的心目中祖国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
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
”科学与民生的潮流，大大激发了郭沫若的爱国激情和创作热情，从而形成一个新诗的“创作爆发期
”，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爆发期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时间，因此也成就了郭沫若中国新
诗的奠基人的历史地位。
在“五四”革命的洪流激荡下，1919年6月，郭沫若在九州帝国大学校园内，组织中国留学生成立一个
“夏社”，专门把日本各大报章发表的侵华的言论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大学、报馆投寄。
呼唤民魂自醒，鼓吹救国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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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夏”字的命名，表面上与成立在夏天，成立的地点在夏禹鼎同学的家里有关。
但“夏社”的真正含义是“夏”是“华夏”的简称，中国文化，历来主张严“华（夏）夷之变”，其
民族自强意识熠熠闪光。
夏社的创立应该视为创造社的成立演习。
“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一年，是中国文化思想非常活跃的一年。
各种杂志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著名的为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
论》、周恩来创办的《觉悟》、其他如《救国日报》，比这稍微早几年的《文学月刊》等等。
而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更独领风骚，导夫先路，成为青年人投稿的热门报刊。
郭沫若在诗歌创作上，表现出卓越的才华，他的诗思，在“五四”火焰点燃下，像喷涌的火山，一发
而不可止。
郭沫若说：“说也奇怪，我自己就像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产生便愈加旺盛起来。
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
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
”这种激情的燃烧，使我们想起了普希金，想起了歌德，想起了梵高，想起了贝多芬。
这是艺术家、诗人的真正的禀赋与气质。
郭沫若后来的诗歌缺少了这种激情，其诗人的意义也便完结。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

编辑推荐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郭沫若卷》由蓝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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