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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纵观穆旦研究，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是：思想阐释过多，历史性研究明显不足。
这虽极大地强化了穆旦的形象，却也使得穆旦研究逐步陷入某种瓶颈状况，缺乏持续的动力。
穆旦这一个案所透现出的情状，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下新诗研究的状况。
《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强调新诗研究的历史性，并非以考据为是，也并非以&ldquo;历
史&rdquo;来标杆价值，而是借助各种历史因素来深入认识对象。
具体到穆旦，《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既对穆旦个人的写作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又通过不
同时代的各种历史因素，既看取穆旦之于新诗历史的效应，也考察不同时代对于穆旦的反应，最终则
试图将穆旦这一个体的问题提升到文学史的实际进程之中加以衡量，以进一步凸显穆旦的创作实绩，
丰富并强化其历史形象，使穆旦研究获得一个更为稳定可靠的基点，也使新诗研究获得坚实的经验资
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

作者简介

　　易彬，1976年生于湖南长沙，文学博士，先后毕业于湖南师大（1998）、南京大学（2001）、华
东师大（2007）。
现为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近年主要在做中国新诗，特别是穆旦的研究，曾在《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读书》、《新文学史料》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

书籍目录

序导论  从&ldquo;历史&rdquo;中寻求新诗研究的动力第一编  穆旦诗歌艺术精神概述第一章  穆旦的社
会文化身份一  &ldquo;个人的生命&rdquo;历程二  不安稳的生活局面的原因探析三  小职员：20世纪40
年代穆旦的现实身份余论第二章  穆旦诗歌的主题一  早期写作：初步自觉的艺术选择二  中期写作
：&ldquo;新的抒情&rdquo;与&ldquo;带血的歌&rdquo;三  后期写作：&ldquo;平衡把我变成了一棵
树&rdquo;四  晚期写作：&ldquo;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rdquo;结语第三章  穆旦诗歌的艺术法则与抒
情体式一  &ldquo;防空洞里的抒情诗&rdquo;：&ldquo;反省的距离&rdquo;二  《五月》式反讽：&ldquo;
在混乱的街上走&rdquo;三  &ldquo;诗剧体&rdquo;的写作试验与戏剧化手法的运用四  &ldquo;纯粹的抒
情&rdquo;结语第四章  穆旦的翻译行为引言  最初的与最后的：连贯的却未及展开的翻译图景一 
&ldquo;献礼&rdquo;的热情二  从&ldquo;注释&rdquo;到&ldquo;译介文字&rdquo;：复杂历史语境的呈现
三  丘特切夫的翻译：摆脱&ldquo;影子&rdquo;的纠缠四  &ldquo;文艺复兴&rdquo;的梦想冲动结语第五
章  穆旦的其他文学创作一  阅读与写作：从&ldquo;兴趣&rdquo;到&ldquo;良心&rdquo;二&ldquo;记
游&rdquo;与&ldquo;还乡&rdquo;：人生与现实问题的纠结三  书信写作：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联（一）
四  日记写作：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联（二）结语第六章  穆旦的诗歌修改行为一  基本情况说明二  主
要修改类型分析三  大致结论第七章  穆旦诗歌艺术精神一  实有的核心要素二  虚有的品质三  穆旦诗歌
艺术精神第二编  穆旦诗歌艺术精神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概述第一章  大学教育、西学资源与本土经
验&mdash;&mdash;以穆旦与西南联大诗人群为中心的讨论引言  &ldquo;穆旦之谜&rdquo;：问题的发生
一  &ldquo;大学教育&rdquo;与西方诗学资源的潜入二  教师的课堂训诫与写作示范三  西南联大诗人群
的&ldquo;创制&rdquo;四  从&ldquo;穆旦&rdquo;到&ldquo;新诗&rdquo;第二章  &ldquo;主要是精神上的
问题&rdquo;：古典诗学资源传承的新局势&mdash;&mdash;以穆旦为中心的讨论引言  &ldquo;旧诗
人&rdquo;与&ldquo;新诗人&rdquo;：历史的纠葛一  一个中国&ldquo;新诗人&rdquo;二  &ldquo;赠卫八
处士&rdquo;与&ldquo;归园田居&rdquo;：内心图景的潜现三  中国知识分子的质询与&ldquo;非中国
化&rdquo;的表达四  古典血液的复活与艺术化人生的追寻结语第三章  杂文精神、黑暗鬼影与死火世
界&mdash;&mdash;鲁迅与穆旦的比较并兼及新文学传统的话题引言  新文学的精神谱系建构一  &ldquo;
鲁迅的杂文&rdquo;：历史的动力二  &ldquo;破落户子弟&rdquo;：原初经验的分途三  &ldquo;梦
境&rdquo;与&ldquo;时感&rdquo;四  &ldquo;鬼影&rdquo;与&ldquo;黑暗&rdquo;五  &ldquo;敬奠&rdquo;
与&ldquo;默念&rdquo;六  &ldquo;死火&rdquo;与&ldquo;死的火&rdquo;七  新文学传统：那隐秘的一面
第四章  新诗的散文化与语言质感&mdash;&mdash;以冯至、穆旦、昌耀为中心的讨论引言  &ldquo;诗的
散文美&rdquo;：一个历史问题上篇  &ldquo;十四行集&rdquo;与&ldquo;诗八首&rdquo;：&ldquo;
散&rdquo;的辩证下篇  新诗的语言质感&mdash;&mdash;从穆旦到昌耀结语第五章  新诗中的&ldquo;土
地&rdquo;叙述主题&mdash;&mdash;以艾青、穆旦为中心的讨论-引言  &ldquo;雪&rdquo;与&ldquo;寒
冷&rdquo;弥散的&ldquo;土地&rdquo;一  躁动的&ldquo;雪&rdquo;与静止的&ldquo;寒冷&rdquo;二  土地
：一种起乎所有之上的终极信仰三  沿着历史的歧路向下坠落：&rsquo;20世纪40年代艾青的土地诗篇
四  &ldquo;土地&rdquo;的不同风貌：20世纪4lO年代其他诗人的土地诗篇五  强炽的省思与愤慨：20世
纪40年代穆旦的土地诗篇六  乐观的历史预言家与敏感的时代心灵七  持续呈现的历史差异结语第三编  
穆旦的传播历程概述第一章  20世纪40年代穆旦批评空间的生成引言一  新文学史序列：沈、朱的批评
二  &ldquo;一个中国新诗人&rdquo;：王、周的批评三  &ldquo;新诗现代化&rdquo;：袁、陈的批评四 
&ldquo;搏求者穆旦&rdquo;：唐浞的批评五  还&ldquo;不能收到更大的完美的诗的效果&rdquo;：吴、
李的批评六  &ldquo;选本&rdquo;：未知的或被夸大的批评事件七  &ldquo;人民之敌&rdquo;：批判者的
声音八  从相对复杂的刊物空间纯化为圈子化程度较高的批评空间九  20世纪40年代后期时代语境的效
应十  自我的态度：沉默且决绝的回应第二章  &ldquo;查良铮&rdquo;与&ldquo;穆旦&rdquo;在20世纪50
年代的浮沉引言  &ldquo;私底下&rdquo;的穆旦形象-一  警惕、放松与鼓励二  &ldquo;穆旦&rdquo;批判
（一）三  &ldquo;穆旦&rdquo;批判（二）四  &ldquo;查良铮&rdquo;与&ldquo;穆旦&rdquo;的分离局面
结语第三章  新时期以来穆旦传播的考察（一）&mdash;&mdash;以1979&mdash;1987年间穆旦研究状况
为对象一  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一）二  &ldquo;九叶&rdquo;：一个追加的整体视角三  历史当事人的回
忆（二）四  明确带有文学史意识的最初研究五  文学史著的最初讨论六  友人的再塑造与穆旦诗歌艺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

的讨论第四章  新时期以来穆旦传播的考察（二）&mdash;&mdash;以1987&mdash;1997年间穆旦研究状
况为对象一  &ldquo;九叶&rdquo;研究的新视野二  占主导地位的思想阐释类研究三  文学史著：&ldquo;
九叶诗派&rdquo;框架与简化处理四  &ldquo;大师事件&rdquo;及其前因后果五  全集、诗文集与纪念文
集的出版六  友人、家属的&ldquo;穆旦塑造&rdquo;再辨析结语第五章  新时期以来穆旦传播的考察（
三）&mdash;&mdash;以1997年以来穆旦研究状况为对象一  资料整理状况考察二  &ldquo;生平与写
作&rdquo;研究的考察三  诗学命题探讨四  文学史著考察五  穆旦&ldquo;翻译与写作&rdquo;命题的考察
结语第六章  新时期以来穆旦传播的考察（四）&mdash;&mdash;以1979年以来相关选本为对象一  个人
诗集选本二  &ldquo;九叶诗派&rdquo;类选本三  文学史作品选类选本四  文学教育类选本五  其他类型选
本六  个案分析：作为选家的谢冕七  经典的生成：对于入选篇目的分析结语余论  关于&ldquo;穆
旦&rdquo;叙述的其他路径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

章节摘录

　　二不安稳的生活局面的原因探析　　纵观20世纪40年代穆旦的经历，西南联大、《新报》两段相
对稳定的经历均为时较短一严格说来，所谓&ldquo;稳定&rdquo;，更多的是生活层面的，其文化人身
份始终有并不稳定的一面；在更长的时间内，他是凭借在大学里刻苦学习（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背英
文字典）而来的英文知识而谋生，他是一个不断找工作又不断失业的年轻人，生活平淡、工作枯
燥&mdash;&mdash;虽然各段均较为短暂，但累加起来的时间则较长，这样一来，在穆旦身上，&ldquo;
小职员&rdquo;身份大于&ldquo;职业文化人&rdquo;身份。
问题进一步生发：对于一个国立大学外文系正规毕业生而言，这种不安稳的生活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
？
　　1944年11月穆旦致友人的一封短信有助于理解这一点。
穆旦写道：&ldquo;我的生活如常，每日工作不多，看看书，玩玩，很应了人们劝我'安定一下'的话。
&rdquo;此话看似轻松，实则暗含调侃，因为他同时还谈到了糟糕的个人生存处境：&ldquo;很大的苦
闷压在人的心上。
前后左右都悲观。
&rdquo;但即便如此，生活多年的昆明倒成为被讥讽对象：&ldquo;昆明和贵阳一样，有点紧张，你若
到那里，又是掉在老生活圈子了。
&rdquo;②　　这里至少提供了几个信息：一是朋友们曾劝穆旦过一种&ldquo;安定&rdquo;的生活。
这种劝告既揭示了穆旦当时&ldquo;不安定&rdquo;的实际生活情状，又表明穆旦并未听从朋友们善意
的劝诫。
一是生活&ldquo;苦闷&rdquo;。
何谓&ldquo;掉在老生活圈子&rdquo;呢？
这位友人后来解释：&ldquo;自1941年国民党攻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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