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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约略可以分作四大时期、十个阶段：所谓先秦，是它的萌生与成熟时期。
经历了绵亘数千年的原始诗歌，只可称作前艺术；文明之幕拉开，约当夏商两代逾千年，诗歌仍处于
萌生状态。
直到殷周之际，以迄战国末期，才开拓出《诗经》与《楚辞》两条文化史路，成熟为真正的诗歌。
抵春秋战国早期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基本上形成了以华语为载体的华夏文化，涌现出儒、道、屈骚不
同流派的诗歌美学意识。
这样便奠定了中国诗歌流变史的光辉起点。
本套丛书依照：四大时期，十个阶段：萌生与成熟（先秦）；拓展与发展（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
五代、两宋）；分化与深化（辽金元、明、清）；综合与融化（近代、现代）。
在史的基础上立论，在论的主导下写史。
史是客观存在，论述主观认识。
它是诗歌史论，即诗的文化史，同时，也从文化视角来论述中国诗歌的历程与发展。
　　本书为其中之一。
主要侧重于七十年诗歌的现象描述。
并着力于探讨了诗艺与相应诗歌观念的历史嬗变。
　　这部《中国现代诗歌史论》，不同于史述性诗史，侧重于七十年诗歌的现象描述。
本书的根本任务，是在把握中国新诗七十年历史轨迹的基础上，作哲学一美学的反思，力图概括其运
行机制、发展规律，并为解决今天面临的重大诗学问题，作鉴往知来式的美学评述。
故，这应是一部以新诗历史为对象的诗学理论，同时，又应从中呈现由重要诗人、诗派和诗潮汇成的
历史基本轮廓和特征，因而又可视为一种诗歌史。
这就决定了，本书的总体结构是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以论辨史，因史生论，就史立说。
因而，需要两方面的准备，一是对新诗七十年全部历史的熟悉、研究和准确把握。
二是较为科学的诗学理论框架所构成的新诗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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