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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象征主义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潮流。
被中国本土化的象征主义—— 中国象征主义——构成了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核心内容。
本书在法国象征主义运动的背景中，从诗和诗学的双重视界考察中国象征主义在1925—1949年间的发
展演变。
诗与诗学双重视界的契合与悖离是本书的切入点。
通过对诗与诗学文本的细读，本书既考察中国象征主义接受欧洲象征主义影响的一面，也注意到中国
象征主义在接受过程中本土化的一面，并将之放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与个人情境中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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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太胜，1971 年出生于浙江省仙居县，1994 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1997 年毕业于北京师
范大学中文系，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1997 年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工作以来担任过文学理论、西方文论史、诗歌欣赏与人生体验（公共选修课）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近年来主要从事于中国现代诗学和西方文论研究。
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文艺争鸣》等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有译著《理解人性》（与人合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0 年出版），另有译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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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在法国的文学史中，象征主义一般被视为是对此前的浪漫派与巴那斯派的反动。
确实，象征主义借以辨明自身的东西，可能恰恰是与浪漫派、巴那斯派文学观念相区别的东西，尽管
它与这两者都有联系。
浪漫派是指法国19世纪出现的以夏多布里昂、史塔尔夫人、拉马丁、维尼、雨果、缪塞等人为代表的
文学潮流；1827年雨果发表的《克伦威尔》一剧的序言，被视为浪漫派的纲领；而1830年雨果《欧那
尼》一剧的上演及其成功，被视为浪漫派的胜利。
在三四十年代，浪漫派形成了与以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并驾齐驱的局面
。
依照法国文学史家的描述，法国的浪漫主义精神包括：自我的唯我独尊、对情感生活的表现的重视、
通过“梦或回忆的诗学”拓展想像领域。
[11]法国浪漫派的这些精神，与英国浪漫派对情感、天才、想像、灵感这种精神性的东西的特别强调
，在其总体的精神特征上并无两样。
而法国浪漫派强调的这些东西，恰恰都是象征主义者要加以修正或反对的东西。
    19世纪50至70年代出现于法国文坛的巴那斯派文学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象征主义运动的温
床。
就像法国文学史家说的，这个诗歌派别“通过泰奥菲尔·戈蒂埃来自于浪漫派，并且奇特地通向象征
主义”[12]。
象征主义者魏尔伦和马拉美前期的大部分诗歌，都发表在《当代巴那斯》这本刊物上。
巴那斯派一般被认为是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反动，是诗歌自然主义的一种方式，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伴随
物。
[13]在写作理论上，它拒绝浪漫灵感；针对诗歌创作容易的现象，它代之以刻苦的劳动，甚至对困难
的探求；选择冷漠的形式并不排斥诗人的敏感性。
因而，就总体而言，巴那斯派艺术趋向于“一种客观的特性”，它通过细致的描写、诗歌与科学的结
合或“通俗现实主义”来实现。
唯其如此，巴那斯派时隔不久的失败也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
法国文学史家将个中原因归结为“诗歌与形式主义、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完全的不相容性”，“
因为将美定义为诗歌的目的，而又在诗歌之外寻求美，真是一种奇特的思路”[14]。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象征主义将美定义为诗歌的目的，同时也恰恰是在诗歌“之内”而不是“之
外”来寻求这种美呢?或许，这恰恰是象征主义不再像巴那斯派那样昙花一现，反而成为影响久远的世
界性文学潮流的原因?那么，象征主义发现了怎样的秘密来在诗歌内部建造这种美?    要想给象征主义
下一个总体的、完美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像金丝燕说的：“较之早期研究者，后来的人变得聪明一些。
他们不再竭力定义‘象征主义’，不再用‘是什么’的模式，而去研究诗人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反
对的是什么、所引起的对古典诗学的革命及其结果。
”[15]我在这儿也想通过对几个象征主义代表人物的诗学与诗文本的双重考察，看看他们都为后世称
做“象征主义”的东西贡献了什么样的属于诗歌内部的东西。
    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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