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6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6辑）>>

13位ISBN编号：9787807523406

10位ISBN编号：7807523409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作者：毛迅，李怡 编

页数：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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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6辑）>>

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6辑）》包括重建诗歌精神的当下阐释、郭沫若国际学术研讨会、郭
沫若的万宝常研究之动机与意义、郭沫若与“千代松原”等内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6辑）>>

书籍目录

卷首语重建诗歌精神的当下阐释郭沫若国际学术研讨会郭沫若的万宝常研究之动机与意义郭沫若与“
千代松原”《女神》中含有诗意的科学用语狂暴与柔情——博多湾赋予《女神》的两种性格现代文化
问题“哈佛三杰”与新人文主义意念理性学科坚守与教学应变——现实压迫与现实诱惑中的现代文学
教学思考囚笼与筌蹄——关于思、意、言的矛盾文学史新论“耻辱”的形象——作为民族自我批评的
鲁迅文学之二鲁迅的死亡意识与现代性启蒙思想启蒙者的爱与死：鲁迅小说《伤逝》再解读中国文学
格局的现代转型——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到“五四文学革命”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的存在体验
——以《烛虚》为中心的考察方言人诗的合法性辩难与认同焦虑知识之航与历史想象：重读吴兴华“
九叶诗派”质疑《朝霞》丛刊的文学生产、传播与效应论林莽《我流过这片土地》《马桥词典》与昆
德拉式的反讽精神批评标准与《笨花》的考验中国文学档案中国新诗档案：1955左边：毛泽东时代的
抒情诗人及其他（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二）动态发现一个完整的陈敬容　——读《陈敬容诗
文集》编年视角下的文学史重构——评陈思广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稿约与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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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狂暴与柔情——博多湾赋子《女神》的两种性格　　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留学的四
年零七个月里，尽管多次因付不起房租而被迫迁居①，却从未远离过博多海岸的“千代松原”。
郭沫若留日时期的千代松原属于他后来在《创造十年》里面多次提及的“十里松原”的一部分，靠近
气势宏大、自古遐迩闻名的箱崎八幡大神宫。
日本的一里相当于3．9公里，“十里”不过是个概数。
20世纪初的“十里松原”，北起阻隔博多湾与玄海湾的海中道，西南至福冈西面古城唐津湾沿岸的“
虹之松原”，南北海岸线走势复杂，变化万千。
松林沿海岸逶迤铺开，与博多湾湛蓝的海面和银白的沙滩相映成趣，气势磅礴，覆盖面长达四十多公
里。
　　当时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就坐落在被称为“千代松原”的地段。
变幻莫测的大海、茂密苍翠的松林和银白眩目的沙滩这三样大自然的造物构成了博多湾最迷人的自然
景观。
探索《女神》这部作品创作环境的地域性要素，这三样自然风物都显’得非常重要。
然而，1920年“千代松原”突然发生的大规模虫害使得箱崎海岸地段大片茂密的松林骤然消失。
令人诧异的是，郭沫若当时就生活在其中，却视而不见②。
无论是大部分作品创作于这之前的《女神》还是之后的《星空》，都看不出作者对创作环境中的松原
和沙滩表示出任何特别的关注。
大海、天空和沿岸的松林原本属于不可分割的一体。
然而，我们在《女神》和《星空》里不大感觉得到博多湾本来应有的绿色视觉效果。
所以笔者认为，在《女神》创作时期，直接或间接诱发起郭沫若感兴的既不是白色的沙滩也不是苍翠
的松林，而应该是博多湾的大海。
　　二　　《女神》收录了3部诗剧和53首诗歌作品。
从诗剧来看，寓意最深而又相对成熟的《女神之再生》写的是众女神创造出太阳从海里诞生。
不算未收入《女神》的佚诗，在53首诗歌作品中，除去回忆冈山生活的作品和1921年的《归国吟》共7
首，其余46首皆直接与博多湾有关。
而这46首作品中，直接描写大海意象或以海为背景的有24首，占一半以上。
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到博多湾的海对《女神》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这批作品的内容上看，《凤凰涅槃》中“菲尼克司（不死鸟）”在大海的潮涨潮落中更生，《
天狗》中天狗“像大海一样狂叫”，《晨安》中“常动不息的大海”引发诗人的跳跃性思维从而东西
南北、海阔天空，《浴海》中对巨浪荡涤人的内心尘垢和陈旧的外部世界的讴歌，《立在地球边上放
号》中所渲染的大海疯狂的破坏力和创造力等等，无不来自对眼前变幻无穷的博多湾大海的真实感慨
。
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来自博多湾大海的巨大生命力的感召孕育出了《女神》歌颂捣毁和创造、歌颂光
明和生命这两大基本的时代命题和主旋律。
　　无论是《凤凰涅槃》还是《天狗》，作为《女神》的代表作，它们都表达了对破坏和创造、对光
明和生命的歌颂。
过去探讨这些重大命题跟“五四”时代精神的关系时，研究者们多援用郭沫若自己日后的心得来解释
，认为当时是应了“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加上多受“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
了的诗风”影响，才“做出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晨安》
、《凤凰涅檠》、《天狗》、《心灯》、《炉中煤》、《巨炮的教训》等那些男性的粗暴的诗来”①
。
笔者认为，郭沫若事隔多年说的这段话未见得真实地概括和阐明了当时创作《女神》的机缘和跟“五
四”时代精神的关系，至少这种说法不够全面。
无论是追究《凤凰涅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和《晨安》等群诗的磅礴气势从何而生，还是探索
《天狗》摧枯拉朽的狂暴力度和让人呼吸急促的速度感由何而来，从这一说法中都得不到令人折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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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相比之下，笔者认为从地域文化这一新角度去考察作品的创作以及作品的性格跟创作环境的关系，也
许会有意外的发现。
比如“女神”的性格、作者的创作动机以及精神状态等等是否跟孕育这部诗集的母胎——博多湾的地
域性文化因素有着某种必然的关系？
如果有，那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经过对博多湾的地域文化考察得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博多湾被赋予了神秘而富
于变化的性格。
春夏两季风和日丽，内海面波平如镜。
博多湾属于天然良港，自古以来多被赞誉为有如美女之姣好容颜，指的就是这种恬静之美。
蔚蓝色天空下，白色沙滩上铺开葱绿的松林，放眼望去，海面波光粼粼，白帆点点，风景如画，让人
陶醉于其中。
然而，平静柔和只是博多湾性格的一面。
到了秋、冬两季，博多湾经常会陡然改变脸色，台风频频袭来，平素恬静如画的海面骤然飓风大作，
惊涛骇浪瞬问铺天盖地扑向海岸，似乎要吞噬阻挡它的一切。
经过创作时间上的详细考证，博多湾所显露出来的狂暴与温柔这两种截然相对的性格都如实地反映在
《女神》之中。
《抱和儿浴博多湾中》所代表的一批被称之为“泰戈尔式”的清纯无邪、柔情似水的诗歌创作于博多
湾的春、夏，而《凤凰涅槃》、《天狗》、《晨安》、《浴海》、《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太阳礼
赞》等气势磅礴的“男性的粗暴的”作品群，则多源于对博多湾秋、冬两季自然风物的写生。
这一点至少可作为《女神》这部诗集绝非诗人凭空幻想而大多数是基于生活写实这一实证性判断的有
力佐证。
　　郭沫若生平第一次见到海应该是在1914年1月初由朝鲜半岛的最南端釜山坐船到日本长崎的海上。
对马海峡严冬日常有的狂风骇浪不可能给刚从峨眉山麓走出来的郭沫若留下什么诗情画意的印象。
可以断定，郭沫若喜欢上大海应该是到了东京以后。
据《樱花书简》记载，从到东京以后的第一个夏天开始，郭沫若每年暑假都要去临近的千叶县房总半
岛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条海岸的镜浦避暑，并在海湾里学会了游泳。
镜浦海湾的景色秀丽迷人，郭沫若后来在散文《自然底追怀》中曾以不少文字称赞过镜浦这个他跟佐
藤富子谈恋爱时常去的地方。
　　从东京一高预科毕业分配到位于冈山县的第六高等学校以后，郭沫若就住在冈山市里，距南面的
濑户内海不远。
由于是内海，这里尤其以四季不变的静谧海景为特色。
郭沫若也许不喜欢这种一层不变，在与成仿吾同游濑户内海之后只留下了数行赞誉其清丽秀朗的文字
。
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冈山留学三年，尽管濑户内海近在咫尺，但每年暑假他都是跟恋人佐藤富子
一起在房总半岛的北条海岸度过。
他自己曾把《Venus》和《死的诱惑》等一批作品的创作时间定为在冈山跟佐藤富子谈恋爱并同居
的1916年，给后来的研究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其实，只要我们了解博多湾的地域性特点和当时作者的创作环境，根据诗的内容就不难发现，该作品
原创于　　博多湾。
因为郭沫若自冈山到福冈不久后就搬到了博多湾临海的网屋渔村一户渔民家，距海边不过二十来米。
从二楼窗户看出去，诗中的“窗外的青青海水”正好收入眼帘。
以此作为证明该作品创作于博多湾而并非冈山的证据，足矣。
　　博多湾是郭沫若留日期间的第三处居住地，但就海而言，博多湾无疑兼纳千叶北条海岸的镜浦和
濑户内海的性格于一身。
笔者认为，《女神》和《星空》中那批透明而婉约的“泰戈尔式”抒情诗诞生在博多湾而不在房总半
岛的镜浦或冈山的濑户内海是有其必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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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除了在《学灯》上看到康白情的《送慕韩往巴黎》才知道白话诗也可以发表这一机缘性因素之
外，还可以在博多湾的性格里找到导致郭沫若第一次诗兴如火山喷发的决定性要素。
　　《女神》创作时期，郭沫若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进入他的诗歌理想王国。
像《三个泛神论者》、《电光火中》、《金字塔》、《匪徒颂》、《胜利之死》一类通过阅读、绘画
鉴赏等现实中存在的某种媒介一任诗情自由驰骋的作品之外，还有像《天狗》、《凤凰涅槃》、《心
灯》、《日出》、《浴海》、《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光海》、《梅花树下醉歌》、《太阳礼赞》
、《巨炮之教训》和《新阳关三叠》等作品那样，其感性直接来自博多湾的大自然或日本传统文化或
留学生活等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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