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

13位ISBN编号：9787010113395

10位ISBN编号：7010113394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刘涛 人民出版社  (2013-01出版)

作者：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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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

内容概要

　　《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研究：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的研究对象为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
所谓现代格律诗学，是相对中国传统的古典格律诗学而言的。
与传统古典格律诗学拥有一套严密而固定不变的法则体系不同，中国现代格律诗学是在以胡适为代表
的白话—自由诗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产生的。
随着白话—自由诗学的大行其道，诗与散文、诗与非诗间的分界越来越难以分清，怀着对诗歌散文化
、非诗化的焦虑，对诗歌新的形式秩序的寻求悄然萌生。
这种对新的形式秩序的寻求，一方面体现在创作实践上，那就是新格律诗歌的出现；另一重要方面则
体现在理论探究上，一大批诗论家围绕现代汉诗的形式重建问题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进行了辛勤的
理论探索，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诗学观念，现代格律诗学或现代格律诗学随之而生。
由于现代格律诗学是伴随着对现代汉诗新形式探求而诞生的，与古典格律诗学相比，现代格律诗学是
一种不成型的、贯穿百年、正在生长的诗学形态。
然而正是由于其不成型，正处于生长中，现代格律诗学是现代形式诗学体系中最具有活力、最具有理
论自觉和形式意识的诗学形态。
研究这种诗学形态，弄清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寻绎其理论的内在理路，对于深化现代诗学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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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与闻一多相比，梁实秋对于诗歌形式的重视不够。
他认为一首诗有了丰美的情感和想象，音节自然会好起来；即使音节稍微差一点，也无大碍。
音节只是内容空虚的诗歌的“掩面遮羞的技术”而已。
即使如此，他还是对《草儿》的形式作了评价。
梁氏认为“形式的美原是艺术家所应该去做的。
除了新兴的‘自由诗’（free verse）以外，即是‘散文诗’也是用声调铿锵然的响亮的句子；‘无韵
诗’（blank verse）更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节奏。
”可见，梁实秋同样认为新诗应该讲求形式之美，应该追求声调的铿锵与节奏的规律。
准此尺度衡量，《草儿》集中诸作，“大半是没有音节的--再正确些说，大半是有不合诗的音节的音
节。
“不合“诗的音节”的地方，首先表现在句子的参差不齐，不合美的原则。
其次不押韵。
梁氏认为韵脚有无对于诗音节之优劣，占有很重要位置。
“吾人读一首有韵脚的诗，便觉得比较的容易记忆，这是人人经验的事实。
所以便于记忆的原故，即是因为有韵脚的诗有完备的音节，完备的是美的，对于美的音节，感情容易
注入。
”可见，梁实秋主张诗歌应押韵，与胡适等人反对押韵的主张不同。
 在《评论》后，梁实秋1923年又发表《诗的音韵》、《（繁星）与（春水）》等诗论文章。
《（繁星）与（春水）》批评冰心的诗作句法太近于散文，故虽流畅，但“实是不合诗的”。
他认为诗的分行是有道理的，一行便是一节有神韵的文字，“有起有讫，节奏人律。
”《诗的音韵》专门研讨新诗音韵问题。
梁实秋认为中国新诗的音韵问题，很值得研究。
与中国旧诗相比，新诗失去音乐美，这是它的一大缺陷。
他反对自由诗论者所持的“音韵是诗的外加质素”观，认为这种说法完全不了解音韵的作用。
把音韵看做是诗的内在质素，具有引人人胜的魔力，这种观点把音韵在诗中的位置大大提高，与他此
前把诗的音节看做是“掩面遮羞的技术”相比，明显有进步。
为使新诗具有和旧诗一样的音乐美，梁实秋提出“创造出新诗的新音韵”主张，具体说来有四个要点
：（一）韵脚。
韵脚的重复具有一种引读者入神的魔力，“一首诗的韵脚之有无，不能断定一首诗的优劣，但是于音
韵的完备上大有关系。
⋯⋯因韵脚而迁就诗意，固可不必，但无害于诗意时仍以有韵脚为宜，这是新诗人应该遵守的条件。
”（二）平仄。
平仄的效用，与英文诗的重音（accent）一样，使一行诗有高下、急缓不同的声调，可使读者沉醉，
又可使读者清醒。
因此，新诗平仄不可不注意。
梁氏举郭沫若与汪静之的两首诗作为一正一反的例证进行说明。
（三）双声叠韵。
（四）诗行长短。
“诗的句子不妨长，结构不妨复杂，但是行子（‘行子’应为‘句子’。
--笔者注）的长短，必要差不多--这是音韵制度（metrical sys-tem）的根本义。
”梁实秋认为律诗的整齐句法和词的参差句法，在新诗里可以融合成一种自由的句法，但是“整齐的
美”与“参差的美”的原理具有永远不可磨灭的价值。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

编辑推荐

《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为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
所谓现代格律诗学，是相对中国传统的古典格律诗学而言的。
与传统古典格律诗学拥有一套严密而固定不变的法则体系不同，中国现代格律诗学是在以胡适为代表
的白话-自由诗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产生的。
随着白话-自由诗学的大行其道，诗与散文、诗与非诗间的分界越来越难以分清，怀着对诗歌散文化、
非诗化的焦虑，对诗歌新的形式秩序的寻求悄然萌生。
这种对新的形式秩序的寻求，一方面体现在创作实践上，那就是新格律诗歌的出现；另一重要方面则
体现在理论探究上，一大批诗论家围绕现代汉诗的形式重建问题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进行了辛勤的
理论探索，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诗学观念，现代格律诗学或现代格律诗学随之而生。
由于现代格律诗学是伴随着对现代汉诗新形式探求而诞生的，与古典格律诗学相比，现代格律诗学是
一种不成型的、贯穿百年、正在生长的诗学形态。
然而正是由于其不成型，正处于生长中，现代格律诗学是现代形式诗学体系中最具有活力、最具有理
论自觉和形式意识的诗学形态。
研究这种诗学形态，弄清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寻绎其理论的内在理路，对于深化现代诗学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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