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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3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新诗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现代诗学丛论》内容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这一时期现代派诗潮的发生和蜕变、外国诗潮
及传统诗歌的艺术联系，对林庚、废名、何其芳等作了深入讨论。
第二部分以历史纵横的叙述方式，回顾30年新诗发展的进程并进行反思。
第三部分对多位诗人的写作进行探索论析，揭示其艺术个性和诗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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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诗人，对于传统就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废名等诗人选择“温李”一派诗，而放弃胡适推崇的“元白”一派诗，这种转变本身，就是超越五四
的审美观念的一种表现。
　　五四新诗革命初期，由于新诗面对的是如何打破强大的旧诗传统的束缚，实现诗体的大解放，胡
适选择了“明白易懂”作为自己的美学标准，并以此标准为根据，向传统作艺术的寻求。
他很自然地也很必然地找到了传统的以“元白”所代表的白话诗的潮流，作为新诗发展的源头和正路
。
对于难懂的“温李”一派的诗，胡适则作了否定性的评价。
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胡适把中唐的元稹、自居易作为白话诗传统的代表，而把李商隐
一派的作品，视为唐末出现的“妖孽诗”。
他认为，从汉代白话的乐府民歌出现以后，“中国的文学便分出了两条路子：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
，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
向来的文学史只认得那前一条路，不承认那后一条路。
我们现在讲的是活文学史，是白话文学史，正是那后一条路”。
在他的观念中，五四以来的白话“新体诗”，乃是《三百篇》以来“元白”代表的“中国诗自然趋势
所必至的”。
他曾不讳认地说：“我初做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
”当白话新诗的发展到30年代的时候，新诗所面f临的新旧之争已经转变为美丑之争，胡适的这种白话
诗演进论的观念势必遇到新的挑战。
废名等人推崇晚唐诗，就是对胡适美学观念的否定。
这是适应新诗的现代性走向而进行反思所出现的理论上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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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所好的大学应该是人类精神的童年。
它应该拥有一片永久的绿色空间。
这空间在自然界也在人精神世界里。
无论它变得怎样古老，在这里生长并从这里出发的都是含苞待放的希望。
我愿永远不会再有人用野蛮的思维和暴力铲除北大人百年来葆有的灵魂的一点绿色。
——孙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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