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现代诗坛的日本因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现代诗坛的日本因素>>

13位ISBN编号：9787516109540

10位ISBN编号：7516109541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刘静

页数：3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现代诗坛的日本因素>>

内容概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坛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晚清“诗界革命”虽然是中国近代诗歌自然演进的结果，但却在“神”、“形”两方面受到了日本启
蒙运动的影响。
早期创造社诗观的形成得益于日本文坛对于“新浪漫主义”的追捧，与白桦派也是相联系的。
穆木天们“纯粹诗歌”理论的确立与创作实践根植于日本社会的西学东渐风尚及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与
过滤。
左翼诗潮与日本普罗列塔利亚艺术运动更是具有清晰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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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静，1964年生于重庆，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重庆抗战文史基地研究员，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新诗和中日文学比较研究。
曾任日本国立九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院访问研究员。
曾获“重庆市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校“学术骨干”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五项，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有《新诗艺术
论》（独著）、《美学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副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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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创造社诗歌创作没有形成自己的倾向和艺术特色。
留日时期他们在兼收并蓄的文学方针下，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
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文学思潮，而对于厨川白村鼓吹的“情绪主观”的接受和推崇又使创造
社对这些文学思潮表现出明显的好恶和取舍。
如郭沫若对象征派、未来派和印象派持反对态度，认为“象征派和印象派是顾影自怜的公子”，“都
是摹仿的文艺”，未来派只是“彻底的自然主义”，只叙事，不抒情，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
但对同属现代主义的表现派、立体派则持肯定的态度。
郭沫若1920年3月30日在致宗白华的信中，谈到他和田汉在福冈同游太宰府归来，在火车上朗诵美国立
体派画家兼诗人麦克斯·韦伯的《瞬间》时，边念诗边说“最妙，最妙，不可译，不可译”，表现出
一种五体投地的欣赏神情。
对表现派，郭沫若赞叹道：“德意志的新兴艺术表现派哟！
我对于你们的将来寄以无穷的希望。
”个中原因就在于表现派主张表现外部世界在人的内心世界引起的自我感受和主观情绪，所以郭沫若
与之产生共鸣。
 与此同时，日本“新浪漫派”的创作特征也给予创造社很好的艺术启迪。
当时日本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员都是年轻人。
“牧羊神会”就是以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为中心。
如吉井勇和谷崎润一郎24岁，木下奎太郎、北原白秋、长田秀雄和平野万里25岁，高村光太郎27岁，
这些作家主张青春的权利，提倡艺术至上，以主情、崇美和个性化为基本创作特征，表现出浓厚的唯
美主义特色。
以至于甚至有论者认为，日本的新浪漫主义主要就是指唯美主义。
这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创造社，使这群文学青年在“新浪漫主义”所囊括的诸多欧洲文艺思潮中，对
唯美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陶晶孙曾自诩说“一直到底写新罗曼主义作品者为晶孙”。
这其实是指他有较重的唯美主义倾向。
这方面郁达夫也十分突出，他说：“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我虽不同唯美主义者那么持
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
”郭沫若也曾公开宣称：“就创作方面主张时，当持唯美主义。
”而田汉与日本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曾有过较密切的交往，创作上受其影响颇深。
田汉自称，在他的艺术历程中，有过一个唯美主义的阶段，即强调艺术的独立性和永久性的为艺术而
艺术的阶段。
周作人对创造社作家的评价是，“谷崎有如郭沫若，永井仿佛郁达夫”。
自然，对唯美主义的青睐使他们更自觉地在创作中强化主情倾向，将自我表现推向极致。
 创造社对西方浪漫主义也表现出了十分的神往，其原因在于欧美已经偃旗息鼓的浪漫主义文学在19世
纪末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潮，而创造社成员留学的20世纪初，日本虽浪漫主义高潮已过，但眷念尚存。
对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译介热潮非但没有停顿，反而由于“新浪漫主义”的兴起和追捧热潮出现
而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据资料显示：“日本当时译介的作品大多属于浪漫主义作品，虽然当时西方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
作品很发达，但是并没有作为重点来译介。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创造社作家得以在直接接受厨川白村和日本新浪漫派影响的基础上，又综合了
在日本广为传播的尼采、柏格森、斯宾诺莎等与浪漫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哲学家的理论，从而激
发了他们对于生命现象和个体生存状态的深层思考。
他们从尼采和斯宾诺莎那里获得了自我探求的动因，并应和时代潮流，焕发出了空前的以文学张扬自
我和抒写生命活力与苦闷的主体性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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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诗坛的日本因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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