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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边的乡愁：悲剧精神与华语诗学》是作者加盟由香港大学中文系、武汉大学中文系和江苏师
范大学等三家单位学者代表联合签署的《中国新诗十年研究合作计划备忘录》的阶段性成果；选取了
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及美国等地华语文坛特别是诗坛上的几位翘楚人物，按照学术团队所规定的研究
方法，并结合著者自己的诗学标准为他们重新排定座次，一一指出其在整个华语诗坛的位置；并从诗
意和诗艺两个层面论述其所蕴含的悲剧精神以及此一代诗人对古老的大陆所无法释怀的无边的乡愁。

　　所有文章除了在内地、香港及台湾召开的相关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发表之外，均已在境内外重要
的华文学术期刊上发表，并且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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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祟雪，
1967年生，山东巨野人。
江苏师范火学文学院教授，剑桥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主要从辫美学、艾艺学、当代文学、影视艺术等专业的研究，先后出版个人专著《文学与感伤》（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遗民的江南》（学林出版社2008年）两部，合著《江南文化精神》（
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振衣千仞：江南文化名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多部。
业余创作电视刷、电视散文多部（篇），曾荣获第三届中国文联史艺评论奖三等奖、第八届中国金鹰
电视艺术节电视艺术评论“金鹰奖”二等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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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两岸周游览胜录（代序）
绪论悲剧精神与华语诗学
第一章 生命孤独的自我问答——论周梦蝶的诗
前言：诗哲传统
一、天问：爱情·宗教·哲学·命运
二、诗意：孤独·反抗·阡悔·自恋
三、诗艺：独白·对话·潜对话·谦卑
结语：救赎之道
第二章 诗心如海复如潮——论郑愁予的诗
前言：伟大的同情
一、少年哀乐过于人：诗心孕育
二、行尽江南数千里：诗心萌发
三、夷言扫尽汉唐风：诗心如海
四、回首青山入梦频：诗心如潮
结语：诗心的慈航
第三章 木石前盟·骨骼意象·天涯美学——沦洛
夫的
诗的精神硬度
前言：诗是贵族
一、木石前盟
二、骨骼意象
二、天涯美学
结语：精神硬度
第四章 立体乡愁的历史文化维度——论余光中的
咏史怀古诗
前言：立体乡愁
一、梗概多气
一、哀而多伤
二、婉而多讽
结语：自觉担当
第五章 无底的深渊——论痖弦诗歌的悲剧精神
前言：从戏剧性到悲剧性
一、悲剧精神
一、深渊意识
结语：悲剧人格
第六章 夸父逐日——论黄翔诗歌的悲剧精神
前言：历史的无情与多情
弃子：父母·时代·祖国
⋯⋯
第七章 七十年来家国，万水千山皆诗——论犁青诗歌的赤子心性和家国情怀
第八章 江湖侠骨恐太多——侠义精神在构建现代公民社会中的局限性分析
第九章 “傻子”原型精神分析——以郭靖、阿甘、许三多等为考察对象
第十章 心是“空山灵雨”，身是“缀网劳蛛”——东西文化交融中的许地山
附录一 三月，徐州，我们共赴文学的盛宴——写在“余光中与二十世纪华文文学研讨会”召开前夕
附录二 别一种“乡愁”——“周游”台岛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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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二进台湾——国际金庸研讨会侧记
附录四 蝶梦冷了？
蝶梦难冷！
——三进台湾
附录五 序《郑愁予与二十世纪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附录六 诗人兴会更无前——粤行散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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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只是改革中文系，在整个港大，乃至整个香港，整个广东，整个南方，许地山的南迁都带来了
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他先后发起成立了各种文化、教育组织，举办了各种活动，把学术活动与社会活动结合起
来，使得沉寂的南方有了生气。
这些组织、活动有：“香港新文学学会”、“香港中英文化协会”、“香港中小学教员暑期讨论班”
、“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中国文化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中国古
画展览会”、“中国古玉展览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香港分会”等，在这些组织、活动中，许地
山分别担任各种要职。
利用这些组织活动，许地山为中国南方的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所谓的“要职”和“头衔”在彼时的中国来说绝对不是荣誉、福利和待遇，而是
一种辛劳、困顿和奔波，甚至有时候还可能带来危险和灾祸。
　　其次，他积极投身于当时的抗日救亡活动当中，担负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担负的使命。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许地山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走出书斋，奔波于香港、九龙
等地，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帮助流亡青年补习文化课，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七·七感言》、《造
成伟大民族底条件》等杂文，宣传抗战，反对投降。
他还写了抗日小说《铁鱼的鳃》，作品通过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表达了人民坚持抗战的意志和坚强的
民族自尊心，受到文艺界的极大好评，被认为是“中国小说界不可多得的作品”。
皖南事变后，许地山与港大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和平、停止内战，并在香港文化界关于皖
南事变的宣言书上签名，先后邀请胡愈之、乔冠华、金仲华等知名人士到香港大学文学院作抗日演讲
，迎送茅盾（沈雁冰）、柳亚子等人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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