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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新诗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大众化和纯诗化两种不同的诗学追求倾向，二者的对立与竞争构成新诗发
展史的基本线索之一。
本书从诗学史的角度对这个命题进行了基于原始史料的梳理和辨析，尽量凸现出一些重要却不大为研
究者涉及的命题和诗人个体诗学追求的多样性，从而呈现出新诗诗学发展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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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业，1970年出生于湖南汨罗，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主
要从事新诗史、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论文
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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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子”星座的华彩　第四节 余论附录　五论梦中道路结语新时期新诗理论批评研究概述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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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诗平民化和贵族化论争　　第一节 论争的平民主义背景　　白话诗在尝试阶段，一方
面通过创作以及与守旧势力的论争争取白话诗独立于旧诗的地位，另一方面几乎同时开始了新诗自身
的诗学建设。
从后者来说，同样充满着论争，就是新诗阵营内部在具体诗学问题上不同观念之间的分歧。
初期的诗人或诗论者几乎都曾同时在这两条战线中活动。
像胡适的《尝试集》初版《自序》和《谈新诗》，俞平伯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和《诗
的进化的还原论》，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短短几年过去，新诗以实绩取得了新文学中稳定的地位，“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
而新诗自身的理论和诗学建设，则是一个曲折、长期的过程。
在20年代，最重要、同时在当时产生了最为广泛的反响和在以后产生了持久影响的，是关于新诗贵族
化和平民化的论争。
　　作为古典诗歌的对立物而产生的新诗，主要是接受西洋诗歌的影响，这一个结论，在新诗初期就
已得到公认。
但是，“诗是贵族的”这一个命题，在西方诗学中却找不到它相应的来源，甚至可以视为一个诗学的
“伪命题”。
而当时却在新诗界形成了一场最为人关注的讨论。
这里有它独特的属于五四启蒙时代的思想背景和整个文学界的场域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的胜利，最初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无比兴奋。
他们由此看到军国主义的失败和民主主义的希望。
1918年10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以“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开篇，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
，充满激情地宣告：“民主主义的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
”蔡元培也同时发表了《劳工神圣》一文。
五四运动以及随后的工人罢工运动，也逐渐显示出平民阶层的巨大力量。
一种平民主义的思潮开始在知识分子层中迅速播散开来。
各地与平民主义有关的团体的成立，也成为一时之盛，如1919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
，同年10月《平民教育》、11月天津《平民》杂志、1920年5月复旦大学《平民》周刊等相继创刊。
平民主义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种不可忽视的思潮。
当时人们就已认识到“平民主义”恰和贵族主义是完全相反对的。
这句说话、本来是惯用于政治上着讲的、希腊就是始作俑者、到后来各国渐渐通用、等到近来、对于
各种方面、如同经济、教育、道德、哲学、艺术以及其他一切、统统都能够适用了。
”与归之于希腊不同，在艺术领域里，有论者做出了更为恰当的分析：“平民主义底起源，是十八世
纪法兰西美术界底新运动。
”且将俄国的未来派和德国的表现主义都视为这种运动在全世界“好像一种宗教或传染病一样”的传
播，“都是由平民手中产生的新创作。
”1919年的青年毛泽东，对当时这种弥漫全社会的平民主义思潮，也有一种极为热切而中肯的分析：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
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
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数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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