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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诗流变论（修订版）》是一部具有相当敏锐的思辨智慧和厚实的学术功力的新诗研究专
著。
作者运用宏观与微观、史实与史论相结合的方法，在中西文化碰撞融会的宏阔历史背景上，以诗歌流
派为线索，以草创、奠基、拓展、普及与深化四个发展阶段和以郭沫若、戴望舒、艾青为代表的三次
整合过程为框架，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气象、运动轨迹和流变规律、诗学价值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与探讨，并从理论上建构起了一个能够反映中国现代诗歌历史发展真实状貌的新的述史模式，为中国
新诗进一步创造和繁荣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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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龙泉明（1951.8-2004.1）1951年8月生，四川武胜人。
1974年被推荐入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85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
学位。
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8年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
1993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9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被批准为博士导师。
1993年至1996年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1999年至2003年担任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副院长兼中文
系主任，2003年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
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闻一多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
、湖北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会长、湖北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国家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中文学科
组成员、湖北省学位委员会第2届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龙泉明自20世纪80年代初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来，成就卓著，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有影响的
中青年学者。
其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化心理进行综合研究、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审美意识进行多
角度探讨、对中国新诗的流变规律进行系统论析、对20世纪中外文学的相互关系进行总体考察等诸多
方面。
尤其是在中国新诗研究方面，成果突出。
他多次获得国内外学术成果奖，其中主要有：美国王安汉学奖（1989）、国家教育部第二届和第三届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8）和二等奖（2002）、湖北省政府一、二、三届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二等奖（1995、2001、2003）等。
承担有多项国家和部级重点项目，计有：国家&ldquo;九五&rdquo;规划重点项目《中国20世纪文学与
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1996）、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基金项目《近百年中国新诗流
派史》（1998）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主义诗学》（2001）等。
龙泉明同志1997年被批准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8年获武汉大学首届有突出贡献的教
学科研骨干教师一等奖；2003年被授予湖北省教育系统管理育人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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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 中国新诗流变规律与特征.第一章 新诗的草创：白话化运动第一节 历史的合力：诗歌观念变革的
动因第二节 工具的刷新与诗体大解放第三节 开路的碑纪：白话新诗的得与失第四节 历史的联结点：
新诗与旧诗之间第二章 新诗的奠基：自由化运动第一节 一种深化的诗歌精神：现实主义的成长第二
节 一种崭新的诗歌境界：浪漫主义的异军突起第三节 一种变异的诗歌形式：小诗的流行第四节 一个
独特的诗歌领域：情诗的突破与超越第五节 郭沫若：新诗的第一次整合&mdash;&mdash;在自由地追求
中开创诗歌的新格局第六节 新诗的成立：艺术的自由与自觉第三章 新诗的拓展：两大诗潮的并峙与
对流第一节 历史使命的承诺：现实主义运动第二节 艺术形式的创格：规范化运动第三节 表现技法的
新变：象征主义运动第四节 现代诗艺的整体突破：现代主义运动第五节 戴望舒：新诗的第二次整
合&mdash;&mdash;在对立统一中实现艺术秩序的新建构第六节 新诗的成熟与繁盛：双向竞争、互补与
超越第四章 新诗的普及与深化：历史大汇合趋势第一节 新诗的主潮：现实主义的归趋第二节 新诗的
多脉流向：民族化与现代化的交叉融会第三节 新诗的主要流派：艺术创新精神与历史使命感的统一第
四节 艾青：新诗的第三次整合&mdash;&mdash;在历史的变革中向时代艺术的高峰挺进第五节 新诗的
幸与不幸：诗与历史的对话结语 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追寻：在中外古今的交汇中发展自身一 中国新诗
的现代性特征二 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三 中国新诗对传统的承传与变异四 中国新诗艺术成就
试估主要参考文献后记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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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诗的草创：白话化运动　　从1917到1921年间，中国文学最终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
史过渡，表现在诗歌领域，则是旧体诗的迅速衰微和白话新诗对诗坛的垄断。
中国新诗的先驱者们，认准诗歌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倒文言文，实行白话文，推倒格律的束缚，实现
诗体大解放，这几乎被他们视作中国诗歌由旧转新的惟一选择、惟一途径。
中国新诗的先驱者们，把白话新诗运动看做一种革命，&ldquo;一种玉石俱焚的破坏，一种解
体&rdquo;①，他们的大胆探索和尝试把旧诗送上了末路，传统诗歌中一些僵化的偶像也因此被破坏了
，一度被正统束缚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诗歌开始焕发出新的生命。
&ldquo;五四&rdquo;白话新诗运动真正开创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纪元。
第一节  历史的合力：诗歌　　观念变革的动因　　中国诗歌发展到近代，已经&ldquo;陈陈相
因&rdquo;，传统诗人已经如&ldquo;鹦鹉名士&rdquo;，失掉了创造活力，正所谓&ldquo;诗界千年靡靡
风，灵魂销尽国魂空&rdquo;，旧诗已经成为&ldquo;陈设之古玩&rdquo;，对于民气国运已没有积极影
响。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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