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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与诗——郁达夫研究》是研究郁达夫思想与诗词的专著。
在思想方面，研究了他的爱国思想、文学思想、文化思想、编辑思想以及与王映霞离异的思想根源。
对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离异，撇开长期以来一直所持的第三者插足说，而是从四个方面分析其思想原因
，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发前人所未发。
在诗词方面，从其对历史人物典、女性人物典的运用，看其自我形象与对女性的态度；从青衫红豆意
象研究其心理与思想，选取的角度十分新颖。
对郁达夫与古典诗词的关系，不囿于出自唐诗说或出自宋诗说，而是全面梳理郁诗，加以排比分类，
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研究，从而认为郁达夫上自诗骚，下迄晚清，他都有所借鉴，并在继承中创造出属
于自己的艺术风格。

    《思与诗——郁达夫研究》由蒋成德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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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成德，江苏阜宁人，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社会兼职：政协徐州市委常委，九三学社徐州市委委员。
原徐州教育学院九三学社主委，原《徐州教育学院学报》副主编。
江苏省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会员，徐州楹联家协会理事。
参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鉴赏》，参编《中国历代诗话全编宋代卷》(吴文治教授任主编)。
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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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郁达夫研究序前言第一章  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  第一节  从种族革命的悲壮到民族歧视的哀愤  第二
节  为国家而奋斗  第三节  伟大的殉国者第二章  郁达夫南洋时期的文学思想  第一节  文学与政治的关
系  第二节  战时文学的内容与形式  第三节  作家人格与思想锻炼  第四节  对中外作家的介绍  第五节  南
洋散文的思想性第三章  郁达夫的文化思想  第一节  民族文化不亡论  第二节  重造新文化的思想  第三
节  文化的继承吸收与沟通  第四节  对战时日本文化的批判第四章  郁达夫的编辑贡献与编辑思想  第一
节  编辑贡献之一  第二节  编辑贡献之二  第三节  实践性的编辑思想第五章  郁达夫的鲁迅观  第一节  鲁
迅“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  第二节  鲁迅是“值得崇拜的对象  第三节  鲁迅是“民族光辉的人物  第四
节  《狂人日记》与《沉沦》的思想意义第六章  郁王离异的思想根源  第一节  郁厌虚荣，王慕虚荣  第
二节  郁恨黄金，王爱钱财  第三节  郁欲隐居，王喜热闹  第四节  郁憎做官，王羡做官  第五节  《王映
霞自传》种种第七章  郁达夫诗词中历史人物的自我形象  第一节  文士形象  第二节  志士形象  第三节  
英雄形象  第四节  忠义形象  第五节  隐士形象第八章  郁达夫诗词中女性人物的情意指向  第一节  人物
之类型与指代  第二节  人物指代之特点与情感倾向  第三节  对女性的情感与态度  第四节  对《离骚》
意象传统的承创第九章  郁达夫诗词的青衫红豆意象  第一节  青衫意象  第二节  红豆意象  第三节  青衫
红豆意象出现于前后两个时期的原因第十章  郁达夫借鉴古典诗词的广泛性与艺术性  第一节  郁诗所接
受之影响  第二节  郁诗借鉴的广泛性  第三节  郁诗革新的艺术性  第四节  郁诗的艺术经验第十一章  郁
达夫习用古典诗词方法通证  第一节  整用及其形变  第二节  断用及其形变  第三节  意用及其形变  第四
节  暗用、合用与杂用第十二章  郁达夫写徐州的诗  第一节  过徐州的两首七绝  第二节  住徐州的《登
云龙山》  第三节  《毁家诗纪》有关徐州的诗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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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朱舜水是浙江余姚人，明朝末年，参加反清斗争；明亡后，清兵南下，与黄斌卿据舟山抗清
；失败后亡命日本，又与张煌言等进行光复明朝的活动，终于赍志未成，含恨客死于日本的水户。
随着清末种族革命的高涨，朱舜水的精神深为那些反清的革命志士所敬佩。
一些爱国的留日学生对朱舜水十分仰慕，鲁迅就曾专程拜谒过朱舜水在日本的遗迹。
郁达夫正是思慕前贤，心仪其人，所以在诗中赞扬他的志气和决心，借凭吊这位英雄，表达自己的爱
国主义思想和热爱中华民族的精神。
他壮怀激烈地唱道：“记取当年灯下约，阿连有力净河汾！
”（《奉寄曼兄》）他也想去平定天下了。
写于1921年的《杂感八首》，情感真挚，寄慨遥深，是这一时期最后的杰作。
其七云：“换酒闲坊质敞袍，年来下酒爱《离骚》。
江南易洒兰成泪，蜀道曾传杜老豪。
又见军书征粟帛，可怜民命竭脂膏。
国亡何处堪埋骨，痛哭西台吊谢翱。
”郁达夫从战国的诗人屈原，说到南宋的志士谢翱，在历史中寻找精神，把咏史与自己的忧国忧民的
情思融合为一体。
写完《杂感八首》，郁达夫转向小说创作。
他写出了《沉沦》、《南迁》和《银灰色的死》等三篇小说，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集《
沉沦》。
郁达夫回忆他创作《沉沦》时的背景和心情时说：“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
岛国里过的。
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
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
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
”①这段独自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说的思想内容。
《银灰色的死》是郁达夫的处女作，写一个留日学生客死异邦的故事。
因郁达夫对它不太满意，故收在集中时仅作为“附录”。
而《沉沦》则是他的代表作。
小说写主人公“他”在日本所感受到的孤独，因祖国贫弱而遭受异民族歧视所发出的哀愤。
“他”深深受到刺激的是“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
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
”看来，郁达夫在日本最刻骨铭心的哀痛莫过于听“支那人”三个字，他在好几处地方都提起过。
他不忍心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受人贱视。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也曾创造过辉煌。
当外国人最初认识中国的时候，正是横扫六合，一匡海内的秦始皇创建的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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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成德编写的这本《思与诗——郁达夫研究》主要研究郁达夫的思想和旧体诗词两个方面。
在前一个方面，作者深入而又系统地研究了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文学思想、文化思想、编辑思想
等。
在后一个方面，他则致力于研究郁达夫诗词中的人物、意象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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