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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穆旦研究资料（套装上下册）》是国内规模最大、资料最全、内
容最系统的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
丛书收录国家「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研究成果，由最权
威的学者，穷数年心力，从浩如烟海的文献、笔记、访谈、作品中，筛选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汇编
为重要作家的研究资料，重要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和思潮的研究资料，以及包括文学期刊目录、主要
报纸文艺副刊目录等在内的文学书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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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意义（余世存）  带电的肉体与搏斗的灵魂：穆旦（张同道）  穆旦：赞美之后的失望（黄灿然）  
穆旦的诗歌想象与基督教话语（[韩]吴允淑）  论穆旦诗歌中的宗教意识（段从学）  回到穆旦的丰富
性和复杂性（段从学）  跋涉在荒野中的灵魂（段从学）——穆旦与鲁迅之比较兼及新文学的现代性
问题 “第三条抒情的路”（姚丹）——新发现的几篇穆旦诗文 论批判性个人化与穆旦对当下诗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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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艾略特传统”（刘燕）  穆旦的“根”（一行） 1940年代穆旦诗歌的隐喻与语言的张力（李章斌
）  一首不寻常的长诗之短长（解志熙）——《隐现》的版本与穆旦的寄托 冯至、穆旦四十年代诗歌
写作的人称分析（姜涛）  细读穆旦《诗八首》（王毅） 围困与突围：关于穆旦诗歌的文化阐释（王
毅）  “世界诗歌”视野中的穆旦（程振兴） 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江弱水）  穆旦与“去
中国化”（王家新） 论穆旦“新的抒情”与“中国性”（张桃洲） 查良铮先生的诗歌翻译艺术（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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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歪曲“百家争鸣”的诗（戴伯健）——对“九十九家争鸣记”的批评 穆旦的“葬歌”埋葬了什么
？
（李树尔） 穆旦《冬》诗的版本问题（邓集田）  文献学视野下的穆旦诗歌研究（易彬） 穆旦研究论
著编目（易彬任冬梅）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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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然而在这样的境遇中，教师仍然认真讲学著述，学生仍然勤奋学习，学术文艺活动仍时在
进行。
冯友兰先生说：“我们在南岳的时间，虽不过三个多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短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
，有了最高的表现。
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
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
有个北大同学说，在南岳一个月所学的比在北京一个学期还多。
”（见《回忆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以我自己切身的体会，冯先生说的是很对的。
当时冯先生的著作《新理学》、金岳霖先生的《论道》、朱自清先生的论文《（文选序）事出于沉思
·义归于翰藻说》、汤用彤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第一部分等都在南岳山中写成。
此外，闻一多先生继续研究《诗经》和《楚辞》，时有新颖的见解；吴宓先生深夜备课，抄笔记，写
讲授大纲；钱穆先生常去南岳图书馆查阅资料，为日后撰写《国史大纲》作准备。
柳无忌先生课余灯下重研易卜生《国民公敌》、勃里安《红袍》等剧本；吴达元先生那么认真严厉讲
授法文，等等。
这一切都使我们深深感动，受到了踏实的教育。
我认为这些对穆旦后来的成长，一生勤奋，作出巨大贡献，也是很有关系的。
 后来，日寇铁蹄不停进袭，炮火已烧红大江两岸，逼近武汉，临大决定西迁昆明。
1938年1月下旬，我们大考后，提前结束一学期，就分批离开南岳，向这座住了80天的名山，这个被称
为“五岳独秀”的胜地告别了。
正如上文已谈到的，穆旦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
我和许多同学及部分教师，坐奥汉路火车先到广州，在岭南大学住了一个多月，再坐小火轮到了香港
，办理签证。
再次看见叶公超先生，他那时是学校驻港办事处主任。
再坐轮船到越南（那时叫安南）海防上岸，再转乘滇越火车沿红河北上，直达边境老街下车，步行越
过国界，到了河口，看见了美丽的云南大地；再坐火车北行，那时已知文法学院设在蒙自，所以我们
在滇越线上的碧色寨站下车，再换乘个（个旧）碧小火车向西南行，到了蒙自。
那时临大已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了。
1938年5月4日，五四运动19周年纪念日，我们又在蒙自开学上课，开始另一阶段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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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穆旦研究资料(套装共2册)》是国内规模最大、资料最全、内容最系统
的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穆旦研究资料(套装共2册)》收录国家『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
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研究成果，由最权威的学者，穷数年心力，从浩如烟海的文献、
笔记、访谈、作品中，筛选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汇编为重要作家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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