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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素以“文化之邦”为国人称道。
但就文学而论，20世纪新文学的“浙江潮”无疑是它最辉煌的一页。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浙江名家无数，群星闪耀，推导潮流，引领文坛，蔚然而成的“浙江现象”以及
“浙江现象”的文学史意义引人瞩目。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两个中心是北京和上海。
而在这两个文学中心，浙江作家的存在举足轻重。
新文化运动前后，一大批经过新思潮洗礼的浙江学人和作家汇聚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
主力。
作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与核心阵地的“一刊一校”——《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浙江学人和浙江作家
处于十分显要的位置。
先后参与《新青年》编辑丁作的浙江作家有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几占当时最知名的《
新青年》同人的一半，而且，正因浙江作家在《新青年》发表作品数量之多和影响之大，他们遂成为
“《新青年》作家群”中最有成就的作家。
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是浙江人，作为北大这个新文化中心的一面旗帜，无形之中加重了浙江人在领
导新文化潮流中的分量。
同时，北京大学也是浙江学人和作家集结之所，特别是“革新力量”甚多。
除周氏兄弟、钱玄同以外，还有颇具声望的沈尹默三兄弟和马裕藻三兄弟。
他们以一种挺立潮头的姿态，以先导性思想对整个新文化运动施加着深层的影响。
　　1930年代的中国文学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化，左翼文艺运动的浩大声势推动着新文学蓬勃发展，中
国新文学的中心也由北京南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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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两个中心是北京和上海。
而在这两个文学中心，浙江作家的存在举足轻重。
新文化运动前后，一大批经过新思潮洗礼的浙江学人和作家汇聚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
主力。
作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与核心阵地的“一刊一校”——《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浙江学人和浙江作家
处于十分显要的位置。
先后参与《新青年》编辑丁作的浙江作家有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几占当时最知名的《
新青年》同人的一半，而且，正因浙江作家在《新青年》发表作品数量之多和影响之大，他们遂成为
“《新青年》作家群”中最有成就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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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九叶诗派诗学理论的核心是新诗现代化，他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
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
在艺术上，九叶诗派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注重在诗歌中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
，承接着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
而以穆旦、唐浞、袁可嘉为代表的浙江诗人，当是这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中最彻底的诗性自觉
者。
他们敏锐地提出了“新诗现代化”、“诗的戏剧化”等理论主张，带来了新诗观念的更新，开辟了一
条以诗的方向把握客观现实，传达情感信息的途径，大大丰富了现代诗歌的表现方法。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他们以其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的先锋品格推导着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进程。
　　在诗美追求与诗学建设上，袁可嘉明确地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目标。
他追求“把思想感觉揉合为一个诚挚的控诉”，①提倡把“思想知觉化”，通过感觉表现生活的经验
。
袁可嘉指出：诗不再是表达激情，而是表现人生经验，“现代诗重新发现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
热情的宣泄”。
这一变化正是“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诗底发展”的一个标志。
在处理诗与现实之关系的问题上，袁可嘉持守的则是一种“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联系”，“
扎根在现实里，但又不要给现实绑住”的“二元论”和“平行论”的立场。
因而，具体到诗学思想，他宗奉并实践一种“新诗戏剧化”的诗学观。
这里面的涵义，一是现代人生态度的确立，二是对时间性“过程”的强调。
“新诗戏剧化”作为袁可嘉、唐浞为代表的九叶诗派一个总的艺术表现策略，它不仅包涵了西方现代
派主要的艺术优长，也吸纳了中国新诗有益的艺术经验，从而形成一种高超的现代诗艺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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