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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能够写一部新诗史，当然是研究新诗学者的一个愿望。
自己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参加撰写《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时候，就担任了其中的新诗部分
的撰写任务，并且后来一直没有间断过新诗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是自己心中还没有一幅非常清晰的
描述新诗史规律的结构图，因此这个愿望始终没能付诸行动。
每每想到写新诗史的事，脑子里就会闪现出高中化学课本上的那张“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
这是一张既深刻又美丽的结构图。
它显示元素不是孤立地存在，其化学性质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和变化规律。
我喜欢这样的结构：它不只是一具瓜棚的竹架，它的作用除了承载内容之外，结构本身也传递信息，
呈现与提示意义。
1996年着手撰写《戴望舒：一个边缘文化型诗人》（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这本书的时候，起先
也想尽量回避所谓“第三种人”这个敏感问题。
后来渐渐发现这个问题非但回避不了，而且它实在还是新诗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以至于后来这本书在结构上作了非常大的变动，这个问题反而成为全书结构的基础。
这个问题也带动我思考新诗史的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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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新诗史》是一部论述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历史的学术著作。
《20世纪中国新诗史》富有创意地用“三个层面”的结构模式描述新诗现象的历史样态和发展流变的
内在规律，致力于揭示各种诗歌现象之间的关系与差异，从中寻找各自的个性特征。
《20世纪中国新诗史》的视界开阔，同时又注重诗歌文本的精细解读，分析客观、深入，见解独特、
新颖。
《20世纪中国新诗史》是一部兼有学术性和鉴赏性的新诗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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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新，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和新诗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戴望舒：一个边缘文化型诗人》、《新诗与文化散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
》（合著，撰写诗歌、小说部分）、《中国现代主义寻踪》（合著，撰写象征主义部分）等；主要编
著有：《20世纪中国文学精短选读》（诗歌卷：放飞激情）、《中国现代文论选》（诗歌、小说部分
）、《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40年代部分）等；学术论文数十篇。
另外在《浦东：上海的希望》等数部电视专题片中担任脚本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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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其他最终被证明是不科学的选项，哪怕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科学的正确的内容都会被否定和淘汰。
这里只有科学和不科学，先进与更先进的竞争。
曾经先进的东西会被更先进的东西取代。
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描绘的中国诗歌史模型具有这种思维方式的明显痕迹。
进化论具有注重实体模型方法和形式演绎方法为必要条件的西方近代精密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因此
，经过进化论描述过后的中国诗歌史，就如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幅精致的诗歌“物种”发展进化的系谱
图像：一棵由三百篇、辞赋、乐府、五言、七言、词、曲、白话诗连接起来的“进化树”。
但是，进化论描绘的这种精密的线性的发展模型，把几千年诗歌发展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抹杀了。
进化论描述的一个失误，否定了诗歌发展的多样性；发展是越来越丰富，而不是后者对前者的否定。
因为受到自然科学的进化论的影响，他们把诗歌史描绘成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因此才有白话诗是“活文学”，旧诗是“死文学”这样的对立的斗争。
事实上，在诗歌史的发展过程中，后一个品种的诞生和发展可能促使前一个品种的衰落甚至消亡，例
如五七言诗发展后，诗经的四言体逐渐衰落；但是词在宋代成熟并取得飞快发展之后，就并不意味着
五七言近体诗的消亡。
同样，曲的发展非但没有影响诗词的发展，而且在更长的一个历史视域和空间内，结局恰恰相反。
而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把新诗之前的所有在进化链上的品种都归于“死文学”，这种观念正是这种自
然科学思维方式简单化地引用于新诗运动的反映。
但是从另一种视角看，新诗运动得以在短短数年内蔚然成风，新诗这个新品种得以在有着丰厚文化积
淀的旧诗土壤中出土萌芽，靠的就是这股以科学为标榜的强势的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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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中国新诗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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