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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新诗传播与构建》以史实为基础，以接受美学、阐释学为理论方法，
将考察视线由传统研究模式所置重的诗人、文本转向读者与传播，对新诗建构作了新的阐释。
既考察了现代传播场域、文化生态与新诗发生、生成的关系，又重点探讨了译诗现象，认为译诗有效
地推进了中国诗歌转型，为新诗现代情感空间、审美形式建构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既以胡适、艾青为
典型个案，梳理、考察了新诗选本和文学史著作对诗人形象的塑造现象，重绘出接受视野中特定诗人
的形象演变史，又从传播角度透视了《女神》《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穆旦等被经典化的历史；
既探讨了跨文化传播语境中新诗内在形象塑造问题，又对新诗防御与反思现象作了独特的理解。
该著对于深化认识新诗建构规律、重估新诗经典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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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长安，（1963-），湖北红安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
国新诗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海峡两岸梁实秋研
究会理事。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
　　主要从事新诗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生成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和1949-1966年间中西文学相互
解读研究。
出版专著6部，合著多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主持完成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课题、两项211工程子课题。
曾获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闻一多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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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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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传播与新诗发生　　一 新诗发生的文化生态　　自然生态环境由地下土壤和地上大气环
境等组成，它们共同决定了生命的生长；以此类推，文化生态环境则由潜在和显在两部分构成，潜在
的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种族记忆等，显在的包括风云际会的社会思潮、政治运动、民生现状及
社会心理诸方面，任何新质文化的孕育、萌芽与生长均受制于此。
　　文化生态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有一个优质配置的问题，任何一部分被破坏便会影响生命的生
长，或疯长，或衰微，或畸变。
中国新诗作为一种新生的文化形态，发生于怎样的文化生态环境呢？
它同文化生态的关系如何？
二者关系对于新诗的发展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从文化生态学看，新诗发生于中国文化生态与西方文化生态相比处于弱势的情势下，也就是发生
在中国文化生态在世界文化生态谱系中失去了原有序位的时期。
原来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处于强势位置，中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老大帝国心理明显，那时中国文化
生态处于相当封闭的状态，生长机制来自内部的自我运作，稳固而保守；鸦片战争后，中国旧的文化
生态在与西方文化生态比较中显得相当衰微，失去了强烈的内在发动机制。
就是说，新诗发生于中国文化生态处于病态的情势下。
　　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中，诗歌处于中心位置，五四前后胡适等人对诗歌的革命，主要是为了救治中
国文化生态，是为了使处于劣势的中国文化生态重新获得旺盛的生命力，诗歌本身不是根本目的，这
是新诗发生时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赋予新诗与生俱来的崇高性和外在的文化责任感，使它承载
着过重的历史使命，新诗的诸多得失问题与此密切相关。
　　诗歌革命目的不在诗本身，而在文化生态，那么它是如何救治衰微的文化生态呢？
中西文化对抗的结果，加之当事人的留学经历、西方知识背景等，决定了他们当时在价值取向上认同
西方文化，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传统文化本身，所以希望借助于外力革除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
，这样新诗发生时与传统文化生态之间形成一种革命性关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改良。
具体的做法是，在文化思想层面以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观念替代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用
现代进化论等思想刷新国人传统的儒释道心理；在诗歌体式层面，废除文言格律诗，倡导并试验白话
自由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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