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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范畴与初期新诗合法性
!

张文民

摘
!

要!新文学提倡者以文学进化观为武器论证初生新诗的价值及合法性#有关新诗的

最初的历史叙述包含在&中国文学史'框架内$文学史家从诗歌发展%进化与变革的角度阐

发新诗价值%塑造新诗品格%建构新诗形态$这种阐发%塑造与建构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甚至规范着新诗的发展道路以及后人对新诗的认知与言说#新旧对照式的文学史叙述

透露出想象%建构新诗时无法摆脱旧诗审美规范的焦虑$以及希望新诗从旧诗中吸取有益

资源发展%完善自己的&集体无意识'#

关键词!新诗(合法性(中国文学史(文学进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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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价值%地位不仅需要倡导者的理论阐发$更需以自身创作实绩证明$而新诗进

一步的历史化%经典化则要靠文学史来完成#新诗如何走进文学史$如何被文学史叙述%

塑造$既取决于自身的发展状况%艺术品格$更取决于史家所持价值立场%艺术趣味$所处

时代的诗学%文学%文化%政治思潮等诸多因素$即文学史所体现的话语权力#

一%文学进化观与新诗地位

进化论原本是一种自然科学理论$自
!5

世纪末被严复译介到中国后对知识界产生极

大震荡$成为新民救国%思想启蒙的理论工具$影响晚清至&五四'几代知识分子#新文化

运动时期$一批启蒙先驱更是以文学进化观论证文学变革及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合法性#

胡适指出$文学随时代而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汉魏%唐宋元明之文学嬗递

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文学

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批评晚清以来的文学复古思潮&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

!

#概括起

来$胡适等人张扬的文学进化观主要包括
2

个层面的含义!)

!

*文学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

0

*文学总的变化轨迹是向上的%前进的%发展的()

2

*新文学优于旧文学$新文学必将取代

旧文学#文学进化观是对传统的文学循环论%复古论的反叛$它遵循线性发展历史观$在

&古'与&今'%&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等时间概念中注入明显的价值判断$否定前者$

肯定后者$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无疑会导致看待文学%历史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但在文学

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这一特定转折时期$它成为倡导文学变革%为包括新诗在内的新文学争

取合法性地位的有力武器#

新诗是在彻底反叛旧诗的基础上诞生的$这种反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由体式$

二是白话入诗#相对于小说%散文%戏剧$诗歌从旧诗到新诗的跨越步伐更大$变革更彻

底$更让在千年旧诗传统中浸润%成长起来的文人难以接受#在驳斥保守派对新诗的责

!

胡适
#

文学改良刍议""胡适
#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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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剖析旧诗弊病%维护初生新诗方面$新文学阵营态度坚决$用力尤深$&古文学'与&今文学'%&贵族文

学'与&平民文学'%&死文学'与&活文学'%&文言'与&白话'%&旧诗'与&新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取舍分

明的词汇经常出现在论辩文字中#饶有意味的是$在从文学进化的角度论证新诗合法性地位时$新诗提

倡者却又不由自主地回望传统$将几千年旧诗发展历程描绘成不断&革命'%代谢%递变的进化链条$且有

意弥合新%旧诗之间的鸿沟$将初生的新诗置于这个绵长进化链条的最后一环$从而获得傲视旧诗的存

在资格#

胡适将中国诗歌从诗三百%楚辞%五七言古诗%格律诗%词%曲一直到新诗的发展变化概括为&四次解

放'%&五大革命'$每一次&解放'%&革命'都是一次诗歌进化!

#守旧派断言白话不能入诗$而胡适把汉

魏乐府诗%唐代元白诗%宋代柳永与杨万里等人诗词%元曲一概称为&白话文学'

"

$今天看来胡适的这个

归纳大有问题$这些作品最多只能代表古典诗歌中的浅显易懂一脉$无论如何算不上白话文学$更不是

现代意义上的白话诗歌#然而在奉旧诗词为圭臬%视白话为愚夫愚妇引车卖浆者言的保守派面前$从旧

诗词中寻找白话入诗的合法性资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

在论证新诗合法地位时$新诗提倡者更不忘从欧美诗歌发展史中寻求强有力支撑#刘延陵说&新诗

3

].K?K,;IKCJ

X

.是世界的运动$并非中国所特有!中国的诗的革新不过是大江的一个支流'

#

$言外之

意谁反对新诗谁就是逆世界潮流而行#胡适多次以欧洲各民族语取代拉丁语%各民族文学取代拉丁文

学论证中国白话取代文言%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新诗取代旧诗的合理性!但丁开创意大利诗歌$乔叟

开创英国诗歌$路德以德语译+圣经,$中国应当有自己的但丁%乔叟%路德式的先驱创造现代汉语白话文

学(此外英国湖畔派反对新古典主义清规戒律%崇尚感情自然流露%以歌谣口语入诗$美国惠特曼开创热

情奔放的自由体诗风$英美意象派追求鲜明%具象的诗歌表达$这些都为新诗找到世界性存在依据#

新文学提倡者以文学进化观为武器$纵论古今$放眼世界$将中外诗歌史描绘成不断&解放'%&革命'

的进化史$有力驳斥保守派维护旧诗%诋毁新诗的逆潮流行为$为初生的新诗争取到合法地位#

二%&中国文学史'框架下的新诗价值

有关新诗及新文学的最初的历史叙述包含在整个&中国文学史'框架内$有学者称其为&3附骥式.的

新文学史'

%

$这种文学史集中出现在
0"

世纪
0"

0

2"

年代#新文学诞生不久$且处于多向发展的开放

态势$史家对很多现象%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没有形成新文学史自觉意识$只是将其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学

史发展至最近的一个阶段#这种文学史或多或少涉及新诗叙述$代表作有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申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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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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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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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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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单行本*$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商务印书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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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商务印书馆
!5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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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版*$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合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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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版*等#

站在文学进化立场$从晚清以来的诗歌革新思潮入手确证文学革命以及新诗的价值%地位$是这类

文学史的基本思路%策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将晚清以来的文学发展描绘成&古文学'与&白话

文学'%&死文学'与&活文学'%&复古'与&革新'对立斗争%此消彼长的历史$这成为文学革命和新诗诞生

-

%"!

-

!

"

#

%

胡适
#

谈新诗000八年来一件大事""胡适
#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523

!

05%72""

(胡适
#

胡

适自选集
#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0"!2

!

!&&7!&1#

胡适
#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洪治纲
#

胡适经典文存
#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0""$

!

!%"#

刘延陵
#

刘延陵诗文集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0""0

!

022#

黄修己
#

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553

!

5#



张文民!&中国文学史'范畴与初期新诗合法性

的前史$有力地证明了后者的必然性%合法性(讲晚清诗歌只选取金和%黄遵宪两个具有革新精神的诗人

作品$将其与宋诗派的复古%雕琢对比$最后一节叙述文学革命运动的开展%新文学阵营与林纾及学衡派

的论战$将白话诗的试验%成功%成熟作为白话文学一项重要成绩#胡著文学史撰写于文学革命爆发和

新诗诞生不久$还来不及详述新诗历史$评估新诗价值#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

国文学史,延续胡适的思路$并将晚清以来的&旧派诗'%&新派诗'两条脉络丰富化%细化$评述诗人诗作

较为公允$不似胡适以好恶作取舍$但在&旧'与&新'总体价值判断上和胡适一致#胡适很乐观地宣告新

诗的成功$但陈子展认为新诗还在尝试之中#新诗除了诗体解放和白话入诗)即便是这两点也引起很大

争议*$其他都还在探索之中$将其纳入历史叙述$与几千年旧诗词并列$包括胡适在内的文学史家多少

有些底气不足$于是文学进化观成为论证新诗合法性的最有力武器$文学史是&叙述文学进化的历程和

探索其沿革变迁的前因后果$使后来的文学家知道今后文学的趋势$以定建设的方针'

!

$根据这种进化

的文学史观$新诗以性质上的先进掩盖艺术上的不足$从而具有进入历史叙述与旧诗抗衡的资格#

文学进化观只是使新诗取得最初的走进&中国文学史'的资格$而如何在文学史中叙述新诗$让新诗

以什么样的面貌和旧诗词并立于文学史中$关系到新诗的历史评价以及未来发展$于是梳理新诗的发展

分期及派别$将其给予一定程度的历史化便是文学史家要做的第一步工作#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

学,有&有韵诗'%&无韵诗'%&短诗'的举例$只是点到为止#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将初期新诗分为

&未脱旧诗词窠臼'的新体诗%&外国化'的新体诗以及&中外诗结婚之后'的新体诗$前两者是新诗的&儿

童期'$后者是新诗的&成年期'#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中国文学史新编,概括十年新诗发展的五个

时期!&未脱旧诗词气息'即&草创时期')胡适%刘大白%刘复等*%&无韵诗时期')康白情%俞平伯%朱自清%

周作人等*%&小诗时期')冰心%宗白华%梁宗岱等*%&西洋体诗时期')郭沫若%徐志摩%朱湘%闻一多等*%

&象征派诗时期')李金发%胡也频%王独清%冯乃超%穆木天%戴望舒等*#现在看来赵景深这种概括并不

准确$&西洋体'的说法太笼统$&象征派'算不算&西洋体'1 郭沫若的自由体与徐志摩%闻一多的新格律

体正好相反$无论如何不能放在一起$论出现时间%艺术风格郭沫若应该放在第二期#赵景深的这种新

诗分期为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和+新编中国文学史,%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等所沿用#

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将初期新诗分为&自由的解放派')胡适%刘复%刘大白%俞平伯%冰心等*%&欧化

的格律派')徐志摩%朱湘%闻一多等*%&象征派')李金发%戴望舒等*$这种分法可能是受朱自清+中国新

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影响$而将&象征派'包括在&欧化的格律派'之中也不恰当#以上这种对新诗发

展分期及流派特征的梳理可以看出文学史家总结新诗历史的最初努力#

在文学进化链条中$文学革命被视为晚清文学革新思潮的延续$但新诗彻底打破旧诗格律$追求体

式解放%白话入诗$显然比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前

进一大步$被称作中国文学&空前之一大革变'

#

#文学史对这场变革给以不厌其烦的描绘$尽管不同文

学史家对其评价不尽相同$大多数人还是持肯定态度#陈子展评胡适+尝试集,这段话很有代表性!&+尝

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轨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

气#尽管你说它是3微末之生存.$而3微末之生存不啻已死.$但他对于3文学革命.%3诗体解放.的提倡$

和他那种3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先驱者的精神$是不会在一时反对者的舌锋笔锋之下而死灭的#'

%新

诗跟几千年旧诗词相比固然没有多么精湛的艺术成就$但却是独立%批判%自由%创造的现代知识分子品

格的象征$是反抗传统%追求解放的时代精神的隐喻#文学史家在新诗这里找到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确

证$找到令人神往的时代精神回响$对新诗历史的言说暗含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评价$也是对新诗未来

发展及其艺术品格的某种期许%想象和设计#经由文学史家阐发$想象%自由%创造的艺术精神为新诗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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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延续$废名指出旧诗是以&诗的文字'表达&散文的内容'$&情生文$文生情'$&在诗的文字之下变戏

法'(新诗则是以&散文的文字'表达&诗的内容'

!

#&散文的文字'指自由体式$&诗的内容'指属于现代

个体的%鲜活具体的思想情感#想象%自由%创造的现代艺术精神催生现代艺术思维方式$从而使新诗呈

现出新的美学形态!打破旧诗词的玲珑精致%醇美和谐%温柔敦厚%含蓄蕴藉$追求张力%矛盾%残缺%异

质$努力以现代的诗形表达现代人的生存体验与思想情绪#

新诗的异质性不仅表现在彻底反叛旧诗词的体式规范$更表现在对域外诗歌艺术资源广收博采$这

一点已为文学史家敏锐觉察到$并在自己著作中予以表现%阐发#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中国文学史

新编,指出冰心+繁星,%+春水,受泰戈尔+飞鸟集,影响(郭沫若+女神,受惠特曼影响$与徐志摩+志摩的

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闻一多+红烛,%+死水,等&以西诗法则为归'$所以称为&西洋体诗'(李

金发+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戴望舒+我的记忆,分别学习法国象征派魏尔伦%耶麦的诗

歌$又可称为&拟法国象征诗派'#此外$胡毓寰+中国文学源流,指出胡适等摆脱旧诗格律%字句随意长

短的白话诗&颇有西洋诗之风味'$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将徐志摩%朱湘%闻一多%李金发%戴望舒等

统称为&欧化的格律派'#这些概括不尽准确$却都注意到并强化着新诗中的&西方元素'$这一点具有某

种象征意义#中国文学史上的革新运动往往以复古姿态相号召$如在诗中恢复&风雅精神'$在文中恢复

&古文传统'$直到晚清还有&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宋诗派'等以复古求革新的潮流#胡适最

初也是颇费苦心从旧诗词中寻找诗体解放%白话入诗的依据$为此还撰写了+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

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诗是在反叛旧诗词格律的基础上诞生$并积极学习借鉴西方诗歌艺术资源$

从而呼应&反传统而法西方'的时代主潮$并改变中国诗文革新的惯有路径#在&中国文学史'框架内强

调新诗的&西方元素'$不仅是揭示出一个客观事实$更体现出文学史家将中国新诗纳入世界文学潮流来

讨论的现代视野$以及对其&世界性品格'的展望和期许#百年新诗的发展变革$西方诗歌成为持久的学

习榜样和参照$与文学史的叙述和期许不无关系#

文学史家在&中国文学史'框架内叙述新诗$主要是着眼于文学进化%诗歌变革的角度论证新诗的价

值%地位$并注意到在诗体%语言方面新诗既不同于旧诗又不同于晚清革新派诗歌的新的质素$体现出对

新诗之&新'的最初理解$以及对新诗未来发展路径的展望和期许#不管是新文学%新诗的发展还是文学

史的写作都处于起步阶段$而且这一批文学史家如谭正璧%赵景深%陈子展%钱基博等多以研治古代文学

为业$对新文学包括新诗并没有给予充分关注"

$因此某些归纳%判断难免有问题#比如前面提到赵景

深+中国文学小史,%+中国文学史新编,将郭沫若和徐志摩%朱湘%闻一多等并置于&西洋体诗'时期$杨荫

深+中国文学史大纲,将&象征派'并入&欧化的格律派'$这些都很不恰当(而+中国文学史新编,称&无韵

诗时期'为&新诗的黄金时代'$&西洋体诗时期'为&新诗最精粹的时代'$&象征派时期'为&新诗的衰落

期'$这些判断大有可商榷之处#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将&五四'以来新文学主潮定为写实主义$

为了服从这个总判断$将郭沫若强行拉进写实阵营$对徐志摩则做出轻率批判#

此外$由于文学史家距离新诗发展太近$有些情况正在发生$&乱花渐欲迷人眼'$难以拉开距离对其

进行更高层次的观照%审视%研究#因此文学史在叙述新诗时基本上是现状扫描%作品罗列加上印象式

点评$很少就具体作品做深入的阐释分析$遑论选择代表诗人$打造&经典作品'#胡适%刘半农%刘大白%

沈尹默%康白情%俞平伯%朱自清%周作人%冰心%郭沫若%徐志摩%朱湘%闻一多%李金发%戴望舒等著名诗

人混杂在沈玄庐%刘延陵%焦菊隐%孙席珍%何植三%何心冷%汪馥泉%于赓虞%饶孟侃%刘梦苇%蹇先艾%姚

蓬子%石民等不知名诗人中间$文学史对他们平均用力$一律用几句话概括之$例如!郭沫若的诗&如万马

奔腾$如钱塘夜潮$其气象之雄浑澎湃$实为新诗坛所罕见'(徐志摩是一个&多方面的天才作家'$他的诗

&有艳的$有清丽的$也有质朴的'$&最擅长的还是丽的情歌'(闻一多的诗&极肯卖力$大有3语不惊

-

"!!

-

!

"

冯文炳
#

谈新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5%$

!

37&

$

0$70&#

作者在本书中反复强调这个观点#

谭正璧后来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光明书局
!5$&

年*%+新编中国文学史,)光明书局
!5$%

年*%+中国文学史,)台湾庄严出版社

!5%0

年*均删去现代文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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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不休.之概$因此奇特的比拟和想像触目皆是'(讲到戴望舒只一句话!&戴望舒+我的记忆,则学法国

耶麦的$后又续出+望舒草,#'

!胡毓寰+中国文学源流,选录胡适+老鸦,%沈尹默+生机,%周作人+两个扫

雪的人,和+小河,$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重点谈胡适附带徐志摩且颇有微词$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

编,称郭沫若%徐志摩%朱湘%闻一多为&现代中国四大诗人'$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则重点讲刘大白%

徐志摩$很显然$对于谁是中国早期新诗&代表诗人'$哪些作品能称为&经典'$文学史家的认识并不一致#

三%旧诗对照下的新诗想象焦虑

初期文学史叙述文学革命与新诗初创%发展时$大都会以相当的篇幅谈新文学阵营与林纾%学衡派%

甲寅派的论争$甚至大段抄录保守派的言论$为后人留下原始%生动的史料#著者这样做有的是为了树

立批驳的靶子$刻画&落伍者'的可笑$证明自己一方主张的正确$如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有的主

观立场倾向于新文学阵营$但也给反对者更多表达观点的权利$如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

三十年中国文学史,(有的则是站在反对新文学立场$寓褒贬于春秋笔法$大段引录他人言论表达对新文

学及其提倡者的不满$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每述胡适观点必引一大段胡先批驳文字$全篇充满

对胡适%鲁迅%徐志摩等新文学阵营中人的不屑%调侃#不管作者作何意图$这种正%反两方均有所展现

的文学史叙述方式都是值得肯定的$它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丰富%复杂%斑驳迷离的样态$能够引

发读者的辩证思考#

具体到新诗$在文学史叙述中保存这么多反对者的声音$也许是文学史家有意提供一种对照$新诗

与旧诗的对照$而这种对照对于初生新诗的健康发展并非没有益处#中国诗歌如何变革1 目前的新诗

是理想的诗歌形态吗1 旧诗之于新诗只能是敌人不能是可资借鉴的艺术资源吗1 维护旧诗%反对新诗

者的主张一无可取吗1 何况这批文学史家多以研治古代文学为业$旧诗审美规范早已深入骨髓%化入血

液$且不说钱基博这样的反对新诗者$就算对新诗较为开明%包容的文学史家也不可能从内心一下子拔

除根深蒂固的旧诗&幽灵'#即便是胡适这样的力偿新诗者也是颇费苦心从旧诗中寻找诗体解放%白话

入诗的依据$为此还撰写+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简言之$文学史中这种新旧对照式的叙述透露

出文学史家想象%建构新诗时无法摆脱旧诗审美规范的焦虑$以及希望新诗与旧诗&化敌为友'$从对方

吸取有益资源发展%完善自己的&集体无意识'#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中国现代白话诗创作不能一味地

西化$不能偏执地以西方诗歌为衡量中国新诗水准的尺度$应高度重视民族诗歌传统$自信地从几千年

民族诗歌智库中获取资源#'

"

林纾坚守桐城派古文立场$指责新文学阵营&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

#

$新

文学阵营视其为螳臂当车的&落伍者'%&卫道士'而大张挞伐$然而林纾在诗歌方面却不乏革新主张与创

作尝试#他于
!%51

年由友人魏瀚出资刻印的第一部诗集+闽中新乐府,收白话新乐府诗
05

题
20

首$即

是仿白居易讽谕诗而作%用于儿童开蒙的通俗歌诀$影响至于海外$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视

其为晚清新派诗的萌芽#这部诗集内容丰富$指斥列强侵略$痛陈衰败落后$呼吁变法自强$哀怜民生多

艰$其中+灯草翁,与白居易+卖炭翁,有异曲同工之妙(艺术上长于写实$语言质朴俗白$林纾自称&俚词

鄙谚$旁收杂罗$谈格调者$将引以为噱'

%

#多年以后胡适读到林纾的这些诗作颇多感慨!&林先生的新

乐府不但可以表示他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并且可以使我们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

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

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000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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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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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赵景深
#

中国文学史新编
#

上海!北新书局$

!52&

!

2$172$%#

方长安
#

对新诗建构与发展问题的思考000+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的现代诗学立场与诗歌史价值
#

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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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纾
#

致蔡鹤卿书""薛绥之$张俊才
#

林纾研究资料
#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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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瀚
#

闽中新乐府序""黄浚
#

花随人圣庵摭忆
#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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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

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晨报社编辑处
#

晨报六周纪念增刊
#

北京!晨报社出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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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主张&诗之道$以自然为工$以感人为能'$反对&刻形镂法$玉振珠贯$皆务眩观者之耳目'的形

式雕琢$因其不能&感人心%广流传'(其次$诗歌应该抒发固有之人情$举凡&忧国思家$叹逝怨别$吊古纪

行'等&人情之所本有者'皆可入诗$惟其如此才能收到&一触百应$乃有至于感泣者'的艺术效果!

#他

还说&诗之有性情境地$犹山水之各擅其胜'$批评宋诗派专宗一家%画地为牢$&欲一时之后生小子$咸为

蹇涩之音'

"

#生于多灾多难的时代$林纾以浅近俗白的新乐府诗感怀时事$一抒块垒(他标举诗歌写实

性%通俗化%尚自然%去雕琢$这种诗歌理念上承杜甫%白居易代表的感时忧世的古典诗歌情怀#

$中与同

时代梁启超%黄遵宪诗界革命主张相呼应$下与文学革命主张及新诗理念颇为相似$难怪胡适读了+闽中

新乐府,颇为赞赏$对这位&反动领袖'的看法也大为改变#

林纾与新文学阵营主要是古文%白话之争$而学衡派与新文学阵营更多是新%旧诗之争$其观点之于

新诗建设更有对照意义#学衡派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相标榜$且大多能诗$胡先有诗集+蜻洲游

草,)

!50&

*%+忏?诗稿,)

!5&$

*等$吴宓有诗集+雨僧诗稿,)

!5"5

0

!50&

*%+吴宓诗集,)

!523

*等$吴芳吉

有+白屋吴生诗稿,)

!505

*等#新文学阵营视旧诗为&死文字'%&死文学'$无法表达新时代的思想内容$

必须彻底打破$以新诗取而代之#学衡派则针锋相对指出&作诗之法$须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即仍存古

近各体$而旧有之平仄音韵之律$以及他种艺术规矩$悉宜保守之$遵依之$不可更张废弃'$并反唇相讥

&新体白话之自由诗$其实并非诗$决不可作'

%

#他们认为现在诗的衰落不是因为诗体问题$而是&新材

料'即思想内容贫乏导致因袭雕琢$了无生气#面对新诗日益壮大的事实$学衡派对自己的观点有所调

整$与新文学阵营将&新诗'等同于白话新体诗不同$他们试图拓宽这一概念的外延$将自己这一派的&以

新材料入旧格律'之作也纳入&新诗'范畴!&余所谓新诗$较新派之诗又有说者#吾侪感于旧诗衰老之不

惬人意则同$所以各自创其新诗者不同也#新派之诗$在何以同化于西洋文学$使其声音笑貌$宛然西洋

人之所为#余之所谓新诗$在何以同化于西洋文学$略其声音笑貌$但取精神情感以凑成吾之所为#故

新派多数之诗$俨若初用西文作成%然后译为本国诗者#余所理想之新诗$依然中国之人$中国之语$中

国之习惯$而处处合乎新时代者#故新派之诗$与余所谓之新诗$非一源而异流$乃同因而异果也#'

&这

种概括不是很准确$但表明学衡派已经接受白话新体诗$认其和自己这一派的创作同为诗歌革新的产

物$只不过取法%路径不同#学衡派不赞成新文学阵营将&新诗'%&旧诗'绝对化并定新诗为一尊的观点$

试图以内容%形式两分来调和诗之新旧矛盾$从而列出
$

种搭配组合!甲%&旧材料0旧形式'(乙%&旧材

料0新形式'(丙%&新材料0旧形式'(丁%&新材料0新形式'

'

#对于此
$

种搭配组合&不必强别高下'$

重要的是每个诗人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徐志摩等诗人选择丁途$而他们则追随丙途$&用新来之俊思

兮$成古体之佳篇'

(

$也就是梁启超%黄遵宪所追求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的诗歌境界#言外之意$诗

无新旧$各取所需$或者说不管诗体新旧$只要表达新时代的思想内容$即可称为新诗#

初期新文学阵营视诗歌格律为枷锁镣铐$从诗体解放中获得创作自由和快感#胡适宣称&作诗如作

文'$&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

(郭沫若强调作诗&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真正

的美人穿件什么衣裳都好$不穿衣裳的裸体更好6'

+,-这种对诗体的绝对放逐导致早期新诗误入&非诗

化'歧途$除去诗歌史价值$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难称佳品$遑论其他更多粗糙平庸之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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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

!

31

)上*

#

林纾
#

畏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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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纾仿白居易讽谕诗创作+闽中新乐府,$而此前创作的反映光绪甲申之变的诗歌被友人赞为&类少陵天宝乱离之作')张僖
#

畏庐

文集-序""林纾
#

畏庐文集
#

上海!上海书店$

!550

!

!#

*$可见杜甫%白居易对林纾影响之深#

吴宓
#

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孙尚扬$郭兰芳
#

国故新知论000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
#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553

!

0&%#

吴芳吉
#

吴芳吉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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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物因它的提倡者的3理论说明.上有某些谬误$而不得不走过一段曲折的路'

!

#反之$学衡派强调

&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具有音律之文$表示生人之思想感情者也'$思想感情为诗之内质$韵律格调为

诗之外形$二者不可偏废$诗歌没有绝对的自由$韵律也不是枷锁镣铐$&韵律格调$正所以辅成思想感情

之美$并非灭绝之%摧抑之也'$&无音律者$不能谓之诗'

"

#胡先两万多字长文+评7尝试集8,全面否

定胡适的诗歌主张及创作$认为旧体诗已臻完美$后人只需以完美之工具表达新时代之思想$+尝试集,

的价值只在于告诉人以白话写诗&此路不通'#学衡派诸人贯通中西$学识广博$所撰多长篇大论$旁征

博引$除去学理之争$确实触及早期新诗的弊病#有意思的是$当学衡派开始接受新诗)如吴宓赞徐志摩

&依新依旧共诗神'

#

$吴芳吉说自己的创作也属于新诗范畴*时$新文学阵营的诗人也在有意无意间走

近学衡派主张$矫正早期新诗弊病$努力进行新诗&创格'$如闻一多%徐志摩%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的&新

格律诗'主张与创作$戴望舒+雨巷,的古诗词格调等#而鲁迅%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等进行过新诗尝

试的人后来转向旧体诗创作$即便是郭沫若%臧克家%何其芳这样以新诗名世者也创作不少旧体诗词#

百年后的今天$超越新诗初创时面临千年旧诗&威压'的想象焦虑$重新审视学衡派与新文学阵营从相互

驳难到相互走近的历程$确实发现诗之&新'%&旧'并不是绝对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学衡派的文学思

考本身就构成了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

#

&中国文学史'框架下的新诗叙述依据文学进化逻辑强调新诗的价值及其历史合法性$在古今%中

西%新旧对照中努力建构&新诗之所以为新诗'的艺术形态$实现新诗的初步历史化#由于新诗初创$与

之同步的文学史书写难以拉开历史距离$在代表性诗人诗作遴选以及&新诗经典'塑造方面也就显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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