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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 代时期是新诗文体建设最有成效的时期 ,新 诗 由草创逐渐走向成熟。但是 由于革命 、战争等原 因,现

代新诗的文体建设道路 曲折 ,仅 仅初步建立起音乐美和建筑美两大诗形以及小诗、长诗 、新格律诗三大准定型诗

体 ,经 历 了激进的草创期、全面的重建期、局部的建设期的流变轨迹。五四激进的政治改革和文化革命思潮极大地

影响了新的文体建设。现代新诗的文体建设受到外来诗歌、民间诗歌和古典诗歌三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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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世纪末
“
诗界革命

”
开始 ,到 1949年 中华

人民共 和 国成立 ,可 以称为 中国新 诗 的
“
现代 时

期
”
。这是新诗(现代汉语诗歌 )的 文体建设最为重

要的时期 ,其成就远远大于当代。这一时期主要确

定了新诗的两大形成特质 :音 乐美与建筑美 ,特别是

诗的视觉形式 (shape of poetry)逐 渐受到新诗人的

高度重视。百年新诗的主要诗体 ,如散文诗、小诗、

长诗 、新格律诗都在二三十年代初具形态。还出现

了新月派、现代派等多种诗派 ,文人诗歌与大众诗

歌、唯美的抒情诗和实用的政治诗等不同体裁、不同

风格的诗歌都各有力作。这一时期真正是新诗百花

齐放、各领风骚的时期。由于受到革命 、战争时局的

影响 ,尽 管这一时期新诗的文体建设在 ⒛ 世纪最有

成效 ,但很多建设都是匆忙的甚至急功近利的 ,因 此

没有建立起真正相对规范的诗体 ,导 致了当代新诗

文体的混乱 ,至今都还有人否认它的成功甚至存在

价值。

- 现代新诗的文体建设轨迹 :革命者的散文

诗一文人的审美诗一抗战者的宣传诗

可以大致勾勒 出现代时期新诗文体建设 的轨

迹。
“
诗界革命

”
和五四时期的

“
白话诗运动

”
是以

打破旧诗为己任的文体革命期 ,不 是纯正的文体革

命 ,新诗革命还成为政治革命的先锋 ,破除格律的极

端行为使作诗如作文的诗学观流行。既是文体革命

者和文体先锋 ,更是政治革命者和思想先锋的诗人

大力提倡散文体的
“
白话诗

”
和

“
自由诗

”
,导致散文

诗流行 ,成为新诗的代名词。五四后随着革命思潮

的渐渐平静 ,政治力量渐渐淡化 ,文人的、艺术的、审

美的纯诗渐成主流 ,出 现了 ⒛ 年代文体的大建设和

诗体的大涌现 ,五 四时期对 旧诗的激进的文体改革

变成改良。抗战使文人诗人进行纯正的文体建设成

为不合实际的梦想 ,诗人们纷纷承担起救国的责任 ,

为了宣传抗战 ,二 三十年代新诗的文人化、唯美化 、

个人化被通俗化 、实用化和大众化代替 ,只 有极少数

诗人还在进行文人化的纯诗创作。

新诗初期的文体革命与政治革命及思想革命休

戚相关。
“
诗界革命

”
的主将黄遵宪 ,在 诗的形体上

实行了他的
“
我手写吾 口,古 岂能拘牵

”
的诗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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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他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说 :“ 仆尝以为诗之外

有事 ,诗之中有人 ;今 之世异于古 ,今 之人亦何必与

古人同。
”
[1](1zO页 )胡 适 1958年 在台北

“
中国文

艺协会
”
的演讲中总结说 :“ 我说我们在北京大学的

一般教授们 ,在 四十年前——四十多年前 ,提倡一种

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个时候 ,有许多的名辞 ,

有人叫做
‘
文学革命

’
,也 叫做

‘
新思想新文化运

动
’
,也叫做

‘
新思潮运动

’
。不过我个人倒希望 ,在

历史上—— 四十多年来的运动 ,叫 它做
‘
中国文艺

复兴运动
’
。多年来在国外有人请我讲演 ,提起这

个四十年前所发生的运动 ,我 总是用 Chinese Re-

nossance(中 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个名词。
”
[2]俞平

伯道出了五四时期新诗诗人崇尚创作自由的普遍心

态 :“ 我对于做诗的第一个信念是
‘
自由

’
诗的动机

只是很原始的,依观念的自由联合 ,发抒为词句篇

章。我相信诗是个性的自我——个人底心灵底总和
———种在语言文字上的表现 ,并且没条件没限制

的表现。⋯⋯我最讨厌的是形式。⋯⋯我不看轻知

识 ,更不看轻科学底知识 ;不 过以为做诗只是做诗 ,

不是要卖弄学问。把真率的诗趣变成机械的 ,这 不

是件
‘
两败俱伤

’
可叹息的事吗?老实说罢 ,做诗本

没甚希奇 ,不用装出一副嘴脸 ,绕湾儿说话。做诗原

是自己发抒所要说的,不得不说的话 ,博心理上一种

痛快安慰 ;不是戴顶高帽子 ,给 自己受罪。所以要写

就写 ,写得出就写 ;若写不出或不要写就算了。我平

素很喜欢读民歌儿歌这类作品,相信在这里边 ,虽然

没有完备的艺术 ,却 有诗人底真心存在。诗人原不

必有学问,更不是会弄笔头 ,只是他能把他所真感着

的,毫无虚饰毫无做作的写给我们。
”
[3]《 新潮》由

北京大学新潮社编,1919年 1月 创刊,1922年 3月

终刊 ,共 出 12期 ,责任编辑为傅斯年、罗家伦等。当

时虽然没有《新青年》那么有影响 ,但是新文化运动

及新诗运动的先锋及主将几乎都在上面发表诗文 ,

如李大钊、胡适、康白情、俞平伯、仲密(周 作人 )、 唐

俟(鲁迅 )、 朱 自清、叶绍钧、俞平伯、孙伏园等。现

代新诗史上很多优秀的诗作和诗论都刊发在《新

潮》上 ,如 仲密(周作人 )的诗《京奉车中》(1919年 5

月 1日 第 1卷第 5号 )、 康白情的诗《雪后》(作 于

1919年 1月 l1日 ,刊 于 1919年 3月 1日 第 1卷第

3期 )等 ,这两首诗都实为散文诗 ;还 有俞平伯的诗

论《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1919年 10月

第 2卷第 1号 )和 《诗底 自由和普遍》(1921年 10

月 1日 第 3卷第 】期)等 。《新潮》当时也很有影

响 ,在 1919年 10月 30日 出版的《新潮》第 2卷第 1

号公布的《新潮》的代卖处共有国内外 14个城市 :

北京、上海、日本东京、天津、苏州、南京、武昌、长沙、

广州、绍兴、杭州、梧州、济南、开封 [4]。 从第 2卷

第 1号扉页的《本刊事启》中更可窥见一斑 :“ 本志

的销数 ,超过了期望 ;每号出版 ,总在几天之内卖完 ;

以致顾客要买而不得的很多。屡次接到来信 ,要 求

重版。本社现已托上海亚东图书馆将第一卷全卷一

律三版 ;不 久便可以出书 ,请 大家看亚东的广告

罢。
”
[5]由 此可见《新潮》的影响力。曾是黄侃学生

的俞平伯应该是
“
文人诗人

”
,却 在中国最高学府北

京大学学生办的刊物上发表诗人不需要学问甚至形

式的主张。这显示出当时新诗人的试图割裂传统进

行极端的反叛已成时尚,以 他成名诗人的身份写这

样的激进文章 ,也会误导本来就讨厌知识和形式的

青年诗人更加极端。这种诗与读书无关、特别是与

学问或与中国书无关的言论常常出自知名文人之

口。甚至鲁迅也在 1928年 2月 21日 《京报副刊》

以《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为题写

道 :“ 我看中国书时 ,总觉得就沉静下去 ,与 实人生

离开 ;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 ,往往就与人

生接触 ,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人世的话 ,也多

是僵尸的乐观 ;夕卜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 ,但却是

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

看中国书 ,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 ,其结果不过不

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
‘
行

’
,不 是

‘
言

’
。只要是活人 ,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

[6](394页 )

这种新诗与学问无关 ,诗人甚至可以不学无术 ,

也可以依靠自以为是的天赋写诗的思想流行于现代

诗坛 ,导致很多青年诗人无知而狂妄 ,导致新诗坛
“
弑父

”
式写作流行。如中夏 (邓 中夏)在 1923年

12月 22日 《中国青年》第 10期上发表《贡献于新诗

人之前》中说 :Γ 我们不反对新诗 ,我们不反对人们

做新诗人 ,我们是反对人们这种不研究正经学问不

注意社会问题专门做新诗的风气 ,我 在本刊上两期

《新诗人的棒喝》里已经申明了。不仅如此 ,只 要是

新诗人不专门做
‘
欣赏自然

’
、
‘
讴歌爱情

’
、
‘
赞颂虚

无
’
这一类没有志气的勾当,我们除希望他们研究

正经学问和注意社会问题以外 ,还 希望他们真能做

一个有价值的新诗人。
”
[7](394页 )他 为新诗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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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三条出路 :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

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的作品、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

实际活动。硐 年代初施蛰存在《文学之贫困》中说 :

“
文学家仅仅是个架空的文学家。生活浪漫 ,意气

飞扬 ,语言乏味 ,面 目可憎 ,全不像一个有优越修养

的样子。
”
[8](50页 )

“
在作诗如作文

”
等激进口号的误导下 ,加上早

期外国散文诗的大量译介 ,使很多白话诗人误认为

散文诗是新诗创作的出路 ,诗体解放即是用白话的

散文诗体代替文言的格律诗体。如俞平伯在 1919

年 10月 30日 出版的《新潮》第 2卷第 1号发表《社

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所言 :“ 至于诗在中国

文学上久已占极重要的位置 ,几 千年的各家著作已
‘
汗牛充栋

’
,而且都是句法整齐韵脚严重的文言作

品。今天忽然有人要用他们一向视为
‘
扌晋绅先生难

言之
’
的白话 ,来代替他们

‘
师师相承

’
的正宗文言 ;

一方面又讲什么诗体解放呵 ,要做无韵的散文诗 ,一

方面又改换他们的材料 ,来 描写社会上种种的生活

状态和群众运动一ˉ罢工示威等等。
”
[9]很 多诗人

都把散文诗当诗写。如俞平伯把诗集《忆》的序也

命名为
“
散文诗

”
。有的诗人走上诗路还是从写散

文诗开始的,如穆木天最早发表的是散文诗《复活

日》,载 于 1922年 11月 25日 《创造》季刊第 1卷第

3期。他最早发表的诗是《心欲》,载 于 1923年 10

月27日 《创造日》第 95期 。但是 ,人们很快发现作

诗不能如作文 ,散文诗也不是新诗的出路。1922年

爆发了散文诗是否是诗的大讨论 ,讨论结果还是坚

持散文诗是诗 ,诗可以用韵文也可以用散文写 ,这实

质上有些强词夺理地为新诗的
“
自由

”
写作辩护。

但是尽管口头上不承认散文诗不是诗 ,却 为散文诗

的创作制定了虽然没有诗的形体 ,但 是应该有诗的

内容、诗的情感的界定 ,为后来散文诗与诗分开及纯

诗的出现打下了基础。1922年 1月 1日 《时事新

报》的《文学旬刊》发表西谛 (郑 振择 )的 《论散文

诗》指出 :“ 在形式方面 ,许 多人都以为不大重要 ;因

为由历史观察 ,诗 的形式是常常的变革⋯⋯但无论

他们的形式怎么变革 ,诗的情绪与诗的想象丝毫没

有消失掉。决不能说用五古来表现的是诗 ,用 七言

律来表现的就不是诗 ;或 是用有规律的韵文来表现

的是诗 ,用
‘
自由诗

’
体来表现的不是诗。

”
[10]1922

年 1月 11日 发表了王平陵的《读了〈论散文诗〉之

后》,该文一开始就说 :“ 散文诗和韵文诗的争执 ,已

88

是文学史上过去的陈迹 了 ,不料在现今文艺复兴的

文坛上 ,还 有人走还原路 ,在这个问题上滔滔不休 ,

真是文坛上的厄运。
”
[11]发 表于 1922年 1月 21

日的腾固的《论散文诗》指明了作散文诗的态度 :

“
暂时说明散文诗 ,是

‘
用散文写的诗

’
。诗化的散

文 ,诗的内容亘于散文的行间 ;刹 刀阝间感情的冲动 ,

不为向来的韵律所束缚 ;无所顾忌的喷吐 ,舒适的发

展 ,而 自成格调。这便是作散文诗的态度。
”
[12]

五四时期的激进诗人
“
作诗如作文

”
一段时间

后 ,很快感觉到诗文有别 ,但是有的诗人迫于激进局

势 ,明 知已有行为极端不利于汉语诗歌的发展 ,却 又

不愿意回到旧诗的路子上去 ,即 使有的诗人想回到

过去 ,也不愿意被反对新诗的人嘲笑 ,更害怕被革命

者们视为落伍逃兵而苦苦撑着。恰逢外国散文诗和

自由诗运动也比较繁荣 ,散文诗从 1915年起就大量

译介进中国,新诗人们都视散文诗为新诗的体裁甚

至出路。尽管散文诗比散文有诗味,更接近诗的本

体 ,但是随着人们对新诗的艺术要求 日渐提高 ,新诗

人创作技巧的增加 ,也随着散文诗以外的外国诗歌 ,

特别是有很多不是自由诗 ,如歌德、海涅的有韵诗作

的大量译进 ,再加上一批从海外归来的学者诗人 ,如

闻一多、宗白华、梁宗岱、朱光潜、穆木天、王独清、李

金发等人的强调艺术性的诗论文章和具有唯美色彩

的诗体规范的诗歌创作 ,否认了国内诗坛对自由诗、

特别是散文诗是同时期外国诗歌的主流诗歌 、外国

也在进行如中国同样大规模的
“
自由诗运动

”
的流

行观念。那些极端观念流行并主导诗坛的主要原因

是 ,无论 19世纪末期的
“
诗界革命

”
还是 ⒛ 世纪初

期的
“
白话诗运动

”
都不是真正的文体革命 ,而 是被

渴望政治革命的革命者利用 ,成 为了政治革命的
“
前驱

”
和工具。如

“
白话诗运动

”
就是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
“
前驱

”
,“ 新诗革命

”
是文学革命的先锋。如

1920年 9月 1日 出版的《新潮》第 1卷第 5期封底

为胡适《尝试集》作的广告称 :“ 诸君要知道胡适之

先生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吗?不可不看胡适之

先生的《尝试集》。
”
[13]因 此

“
诗界革命

”
的倡导者

和
“
白话诗运动

”
的主将大多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 ,

如梁启超、陈独秀。当然也不能否认最早的新诗运

动的主将中没有不为政治而为诗革命的 ,如 牛半农、

沈尹默、俞平伯等文人诗人 ,但 是受时代潮流的影

响 ,他们无力扭转
“
白话诗运动

”
承载的过多的非诗

的功能。当狂风暴雨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渐趋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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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 ,“ 白话诗运动
”
由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运动

渐渐转向汉语诗歌的
“
文体运动

”
,甚 至由

“
激进的

文体改革
”
向

“
渐进的文体改良

”
发展。要求诗写得

像诗及诗人写的应该是诗而不是散文、甚至不是散

文诗的诗观渐渐形成共识 ,作诗如作文、把散文诗当

散文作甚至作诗如作散文诗的诗风得到适度纠正 ,

出现了散文诗与诗的分流 ,特别是以
“
分行

”
等形体

来确定新诗与散文、新诗与散文诗的差别。文人的

审美的艺术的诗风开始主导诗坛 ,出 现了
“
新月

”
等

艺术性较强的诗派 ,诗的文体建设 ,特别是诗的音乐

形式和排列形式建设得到了重视。

由于五四时期
“
白话诗运动

”
的偏激 ,特别是破

除旧诗体没有建设起白话诗诗体 ,导致 19⒛ 年前后

白话新诗的极度萧条 ,如 1923年 5月 ,文 学研究会

同人俞平伯、朱 自清、刘延陵创办于 1922年 1月 的

《诗》月刊的停刊。

新诗选本《时代春秋》的编者卢冀野认为早期

新诗的普遍缺点有六 :“ 一 ,不 讲究音节 ,二 ,无 章

法 ,三 ,不选择字句 ,四 ,格式单调 ,五 ,材料枯窘 ,六 ,

修辞掺杂。
”
[14]针 对新诗无

“
体

”
导致的创作

“
无

章法
”
,一 些具有文体 自觉性的诗人开始进行以诗

体为重心的新诗文体建设。如 ,刘 大白认为中国诗

篇外形律的中心就是整齐律 ,认为
“
偶然采用一点

旧诗底的外形律 ,只 消用得恰好 ,也仍然不失其为新

诗
”
[15]。 宗白华主张新诗的

“
形

”
得有图画的形式

的美。他在《新诗略谈》(刊于 19⒛ 年 2月 《少年中

国》第 1卷第 8期 )中 说 :“ 近来中国文艺界中发生

了一个大问题 ,就是新体诗如何做法的问题 ,就是我

们怎样才能做出好的真的新体诗?(沫若君说真诗

好诗是
‘
写

’
出来的,不 是

‘
做

’
出来的,这 话 自然不

错。不过我想我们要达到
‘
能写出

’
的境地 ,也 还要

经过
‘
能做出

’
的境地。因诗是一种艺术 ,总不能完

全没有艺术的学习与训练的。)现在我们且研究怎

样才能做出或写出新体诗。我想诗的内容可分为两

部分 ,就是
‘
形

’
同

‘
质

’
。诗的定义可以说是 :‘ 用一

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

绪中的意境。
’
这能表写的、适当的文字就是诗的

‘
形

’
,就是诗中的音节和词句的构造 ;诗的

‘
质

’
就

是诗人的感想情绪。⋯⋯所以我们对于诗 ,要使他

的
‘
形

’
能得有图画的形式的美 ,使 诗的

‘
质

’(思想

情绪)能成音乐的情调。
”
[16]宗 白华的这段为新诗

定
“
体

”
的话是当时很多文人诗人的心声。

⒛ 年代中期新诗 由草创期 的粗糙 向建设期的

精致转变 ,诗 的艺术性及诗体建设 ,特别是诗的音乐

形式和排列形式都得到百年新诗史上最大的重视。

很多诗人或诗派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形体实验。如
“
新月”派诗人重视诗的格律形式和诗的排列美 ,渐

渐形成一种新的主流诗体——新格律诗。1926年
,

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说 :“ 在我们中国的文学里 ,

尤其不当忽略视觉一层 ,因 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的 ,

我们中国人鉴赏文艺的时候 ,至少有一半的印象是

要靠眼睛来传达的。原来文学本是占时间又占空间

的一种艺术。既然 占了空间 ,却 又不能在视觉上引

起一层具体的印象—— 这是欧洲文字的一个缺憾。

我们的文字有了引起这种印象的可能 ,如 果我们不

去利用它 ,真是可惜了。所 以新诗采用 了西文诗分

行写的办法 ,的 确是很有关系的一件事。姑无论开

端的人是有意还是无心的 ,我 们都应该感谢他。因

为这样一来 ,我 们才觉悟了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

的美 (音 节 ),绘画的美 (词 藻 ),并且还有建筑的美

(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 这⊥来 ,诗 的实力又添上

了一支生力军 ,诗 的声势更扩大了。所以如果有人

要问新诗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应该回答他 :增 加了—

种建筑美的可能性是新诗的特点之一。
”
[17]

由于新诗革命以打破
“
无韵则非诗

”
为 目的 ,俞

平伯、郭沫若等诗人都强调 自然的节奏 ,主张用内在

的音乐形式取代表面的韵律。加上受到外国诗歌重

视诗的外形的风气影响 ,新诗 自己又处在破除了古

代汉诗形体需要重建的特殊时期 ,因 此诗的建筑形

式(外形律 )受 到了比音乐形式更大的重视。很多

诗人还想通过诗的建筑形式呈现出诗的内在的音乐

性。如刘梦苇就写过错落安排的诗和铁道式的诗。
“
现代

”
派诗人们主张用现代 的词藻排列成现代诗

形。
“
创造社

”
诗人穆木天主张诗应当是暗示的 ,不

是说明的 ,应 当兼有造形与音乐美。他追求在形式

上有统一性 的和持续性时空 间的律动 的
“
纯粹诗

歌
”
。为此 目的 ,他主张用空白取代标点 :“ 韵以外 ,

我对
‘
句读

’
有一点意见。我主张句读在诗上废止。

句读究竟是人工的东西。对于旋律上 的句读却有

害 ,句 读把诗的律 ,诗 的思想限狭小了。诗是流动的

律的先验的东西 ,决不容别个东西打搅。把句读废

了 ,诗 的朦胧性大 ,而 暗示性 因越大。
”
[18]他 写出

了最能呈现他的唯美诗歌观的、也是百年新诗史上

最蕈要音形皆各的诗作—— 《苍白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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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木天是重视诗的文体建设的现代诗人中颇具

代表性的诗人。第一阶段穆木天写的是偏向散文的

散文诗 ,如 19” 年 11月 犭 日《创造》季刊第 1卷

第 3期刊载了他的散文诗《复活日》。19z3年 10月

刀 日在《创造 日》发表第一首诗《心欲》,放弃了作

诗如作文、以散文诗为诗的创作观 ,开始追求诗的纯

正。他早期受散文的影响极大。他 1926年 1月 4

日自述习诗经历 :“ 在前年(一九二四)的 六月以前 ,

我完全住在散文的世界里。⋯⋯实在是我的诗的改

宗 ,自 去年二月算一个起头 ,以前 ,虽作了一二 ,究是

尝试中之尝试。
”
[18](%-95页 )到 了 19“ 年 ,他 的

散文诗观念也有改变 ,由 偏向于散文偏向于诗 :“ 散

文诗是旋律形式之一种 ,是 合乎一种内容的诗的表

现形式。
”
[18](9S页 )1”7年 4月 上海创造社出版

部出版的诗集《旅心》,收 录了《苍白的钟声》、《苏

武》等极富有形体创意的诗 ,使他成为现代新诗史

中最重视诗的形体的诗人。19“ 年 1月 14日 ,他

给郭沫若的信中提出
“
纯粹的诗歌

”
的概念 :“ 我们

的要求是
‘
纯粹的诗歌

’
。我们的要求是诗与散文

的纯粹的分界。我们要求
‘
诗的世界

’
。
”
[18](%

页)他 的诗越来越追求诗的艺术性 ,实验多种诗体和

诗形 ,如 19” 年 3月 16日 在《幻洲》第 1卷第 10

期上发表《小诗——呈灵凤》。1927年 出版的诗集

《旅心》中的《苍白的钟声》等诗 ,更是他重视诗形的

典范。但是到了 30年代 ,由 于时局已经不允许诗人

躲进象牙塔中作文体实验写
“
纯粹的诗歌

”
,穆 木天

和很多诗人一样 ,主 张写关注现实参与生活的
“
新

诗歌
”
。1934年 ,他还在《现代》第 5卷第 3期上发

表《诗歌与现实》的论文 ,一开笔就说 :“ 文学是社会

的表现 ,诗歌是文学中的一个分野 ,自 然 ,也是不能

例外。真实的文学 ,须 是现实之真实的反映 ;自 然 ,

真实的诗歌 ,也须是现实真实的反映了。
”
[21](144

页)在文中,他主张 :“ 真实的诗人 ,是须在其诗中,表

现出他的独特的崇高的情绪。那种独特的情绪 ,代

表着该时代为本质的情绪 ,而在得以领导该情绪的

那种历史的进步性之中越发地卷起波浪 ,那 么 ,那位

诗人则越发地是上乘的诗人。
”
[21](145页 )为 了让

诗歌贴近现实 ,穆木天成了大众诗歌特别是朗诵诗

的主要倡导者。他抗战暴发后发表的诗论足以呈现

出他的诗风的大转向:19“ 年 6月 1日 在《新诗歌》

第 2卷第 1期发表《关于歌谣之创作》,1936年 6月

在《青年界》第 10卷第 1号发表《现实是你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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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1937年 8月 在《国民周报》第 11卷第 15期
“
民族抗战专号

”
上发表《抗战声中的文艺样式》,

1937年 8月 在《开拓者》上发表《目前新诗歌运动的

展开问题》,1937年 10月 15日 在《大公报》(汉 口

版)发表《展开我们的诗歌战线》,1937年 10月 23

日在《大公报》(汉 口版)发表《诗歌朗诵和高兰先生

的两首尝试》,1937年 11月 16日 在《时调》第 2号

发表《民族叙事诗时代》,1937年 12月 11日 在《日寸

调》第 3号发表《诗歌朗诵与诗歌大众化》,1938年

4月 ⒛ 日在《战地》第 1卷第 3期上发表《关于通俗

文艺》,1938年 5月 15日 在《文艺》上发表《抗战文

艺的明朗性》··⋯·仅他 1937年发表的诗作也能呈

现出诗风的巨变 :《 把强盗打回老家去》载 1937年 8

月《开拓者》,《 全民族总动员》载 1937年 8月 ” 日

《立报 ·言林》,《 好男儿歌》载 1937年 8月 28日 上

海《救亡日报》文艺副刊第 5号 ,《 打强盗》载 1937

年 8月 ” 日上海《救亡日报》文艺副刊第 6号 ,《 东

方的堡垒》载 1937年 9月 5日 《高射炮》第 2期
,

《全民族的生命开始了——黄浦江空军抗战礼赞》

载 1937年 9月 8日 《光明》
“
战时号外

”
第 2号 ,大

鼓词《伪国兵王顺反正》载 1937年《高射炮》第 3号
“
通俗诗歌特辑

”
,《 武汉礼赞》载 1937年 11月 1日

《时调》创刊号 ,《 今天我真是欢喜得若狂》载 1937

年 11月 8日 《大公报》(汉 口版),《 八百个壮士》载

1937年 11月 16日 《时调》第 2号。

抗战时期 ,大 众化通俗形式得到倡导,正 如

1942年萧三在延安写的《号召》所言 :“ 诗人,今天是

什么时候 ,谁还能作香甜的春梦?你看 ,战 火烧红了

全地政治协商会议!谁还肯坐在家里不动。/暂 时

丢下你的万言长篇。诗人 ,你 去到街头战壕歌唱 !

人类遭受着空前的危险;法西斯野兽到处猖狂。/今

天我们要大声喊叫,没多少功夫作字眼的推敲。让

冷血者说你粗暴 ;让胆小鬼对你讥诮 ;你肩起人民的

旗、号,去和他们走在一道。/诗人!我们都是歌手。

我们都是讲坛。我们的每字、每句,都是刺刀、子弹。

让它们烧起人民的仇恨!让 它们打中敌人的心

坎 !” 抗战时期的新诗 ,由 于宣传的需要 ,更 因为提

倡
“
通俗化

”
,所 以数量虽然很多,质 地却并不高。

再有一个现象 ,那就是诗人尽管写诗 ,而非诗人的诗

却占了极大的比重[19]。 抗战时期 ,无论是在国统

区还是在延安等地区,都 出现了用民歌体写抗战诗

歌的热潮。延安出现了山歌小调等民歌体为主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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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诗。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新诗歌》还出版了
“
诗歌大众化

”
专号和

“
歌谣专号

”
,穆 木天还写了

《关于歌谣的创作》。肖三指出诗歌民族形式的两

个泉源 :“ 一 是离骚,诗 ,词 ,歌 ,赋 ,唐 诗,元 曲
⋯̈·”

9“ 二是广大的民间所流行的民歌 ,山 歌 ,歌

谣 ,小调 ,弹词 ,大鼓 ,戏 曲⋯⋯”
[22](笱 页)。 1940

年2月 5日 ,昆明的《云南 日报》副刊《南风》的《诗

歌特刊》发表了
“
诗歌的民族形式

”
座谈纪要 ,取得

了共识 :夕卜国诗歌比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更生动、更

具象、更典型 ,但是在强调学习外国诗歌的同时 ,要

在本民族土壤上加以创造新形式。2月 19日 的《诗

歌专刊》上发表了建立民族形式的更深人的讨论
——“

怎样开展地方性诗歌
”
的座谈纪要 ,认 为地方

诗歌是发展全面大众化诗歌的最基本条件 ,要 采用

大众的山歌、歌谣、小调、道情等形式 ,用 活生生的地

方口语和通俗易懂的地方性音韵。

但是抗战时期新诗的形体建设并没有消失 ,即

使在新诗出现严重的大众化倾向,在诗的形式 ,特别

是唯美主义诗歌被轻视的情况下 ,也 有人重视文体

建设。如穆木天在 1938年 6月 30日 写的《诗歌创

作上的表现形式的问题》一文结论 :“ 诗 ,是要凭藉

语言的形象和声音 ,去表达它的内容的。诗的语言

中的音响的考察 ,是一个诗歌工作者所要注意的。

诗人能运用合乎他的感情的波动的语言的节奏 ,他

的诗就会发出声音的有力的效果。
”
[⒛ ](218页 )还

有诗人醉心艺术 ,创 作出了形体优美的新诗。
“
抗

战时期的诗坛 ,虽说以朗诵诗为其主流 ,但 以人生、

自然为主题的纯诗人亦不是绝无仅有 ,⋯ ⋯张秀亚

女士便是其中之一
”
[19](1” 页)。

“
民国二十九

年 ,她写了《水上琴声》,这时她已无意依傍前贤 ,独

自脱颖而出,创 造了一种新的形式和内容。在这首

长达五百行的叙事诗中,她 以琴声的高低和水波的

起伏 ,形成文字的排列 ,诗韵以模仿琴声和水声为

主。这样的叙事诗 ,好像还很少有人尝试过。所以

当这首长诗最初在辅大校刊上发表后 ,在 当时北方

许多爱国的大学生中形成了一阵轰动
”
[19](I3

页)。 还有少数人致力于文人抒情诗体的建设 ,特别

是重视诗的语言形式。
“
四十年代是一个动荡的社

会 ,到街上去 ,街上有太多的社会事物等待诗人去

写 ,战争、流血 ,和
‘
逻辑病者的春天

’
。但四十年代

的诗人并没有排斥语言艺术世界所提供出来的语言

的策略⋯⋯”
[23](zs6页 )昆 明西南联大在战火纷

纷的年代仍然是一块纯诗 的净土 ,有 闻一多、卞之

琳、冯至等组成的教师诗人群和由穆旦 、王佐 良、郑

敏、杜运燮、袁可嘉等人组成的学生诗人群 ,特别是

学生诗人群深受奥登、瑞恰兹 (当 时在西南联大任

教讲现代诗歌 )等 域外诗人 的影 响。1942年在桂

林 ,鸥外鸥写了一组副题为
“
桂林 的裸体画

”
的诗 ,

其中多首采用了未来派的排列方式 ,重 视诗的视觉

感 ,将诗中的字体大小不等地印刷 ,格外能够突出主

题。《被开垦的处女地》是其中的代表作。其他的

诗作还有《军港星加坡的墙》、《第三帝国国防的牛

油》、《传染病乘了急列车》、《食纸币而肥的人》、

《精神混血儿》、《乘人之危的拍卖》等。

二 现代新诗文体建设成就 :三大诗体的初步

建立

zO世纪前半叶 ,特 别是二三十年代 ,由 于一批

文人诗人 ,包括那些主情的
“
内容至上

”
的大众化诗

人的文体 自觉性逐渐增强 ,从初期的为了打破旧诗

词而否定一切的极端中走 了出来 ,边破边立地探索

作诗的必要规则 ,试 图从外国诗歌、古典诗歌和民间

诗歌中获得更多的有助于诗体建设的方法 ,重 视新

诗的体式结构 ,加 强新诗的形体构建。小诗 、长诗 、

新格律诗等诗体开始在艰难中建立。

长诗是新诗中定型较早、较完整和较长期稳定

的诗体。汉语古典诗歌虽然没有宏大的史诗 ,叙事

诗却较发达,有《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等,有一些

抒情诗中也含有较浓的叙事成分 ,民 间诗歌中更有

较多的叙事诗文体(如 弹词、鼓书、快板书等)也较

稳定和发达。民族传统极大地影响了长诗创作。初

期新诗普遍较短。如胡适《尝试集》里的诗多在 zO

行以内,较长的诗有《赠朱经农》(作 于 1916年 8月

31日 )14行 34句 ;《 乐观》(作 于 1919年 9月 ⒛

日)26行 (但分五个诗节 ,实则上是由五首小诗组

成);《 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 行。但是胡适译了

拜伦的长诗《哀希腊歌》分 16节 118行 。这首长诗

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新诗的长诗的文体建设。1920

年 3月 ,俞平伯作的《仅有的伴侣》(刊 于 19zO年 5

月 1日 《新潮》第 2卷第 4号 )是初期新诗中较长的

诗,共 6节 118行ρ⒛ 年代初 ,小诗的流行使新诗

越来越短。一些诗人认为长诗更能进行诗体实验和

呈现诗艺,更有助于新诗的发展 ,特别是在借鉴民族

诗歌传统、建设民族化的诗歌方面很重要,大力倡导

长诗。
“
在几年来的诗坛上 ,长诗底创作实在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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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可见一般作家底情感底不丰富与不发达 !这样

下去 ,加 以现在那种短诗底盛行 ,感情将有萎缩、干

涸底危险 !所以 ,我很希望有丰富的生活和强大的

力量的人能够多写些长诗 ,以 调剂遍枯 的现势 !”

["](83页 )朱 自清 1922年 写了抒情长诗《毁灭》,

发表于次年 2月 的《小说月报》第 14卷第 3期 上。

闻一多也热心于长诗 ,他认为长篇抒情诗要有完整、

精严的布局 :“ 我觉得布局 design是文艺之要素 ,而

在长诗中尤为必要。因为若是拿许多不相关属的短

诗堆积起来 ,便算长诗 ,那 长诗真没有存在底价值。

有了布局 ,长篇便成一个多部分之总体 ,a∞mposite

whole,也 可视为一个单位。宇宙一切的美——情绪

的美 ,艺术的美 ,都在其各部分间和睦之关系 ,而 不

单在其每一部分底充实。诗中之布局正为此和睦之

关系而设也。
”
[25](gO页 )他认为布局和谐、有机和

完整的律诗正是代表着中国艺术的特质。《园内》

的布局,也受律诗的启发。作者认为这首共 314行

的长诗的八个部分联系紧密、相互呼应 ,是一首律诗

的放大。他说为了写《园内》花了两个多月没有作

短诗 ,用 了两个多月力气 ,恐怕还预支了两个多月的

力气。他对自己的这次诗体实验很自豪 ,在 1923年

给闻家驷的信中甚至认为这是新诗中的第一首长诗

(实际比《毁灭》的发表晚一年 )。 叶绍钧受杜甫
“
三

吏
”
、
“
三别

”
的影响,致力于长篇叙事诗的创作 ,在

1924年 写了300来行的长诗《浏河战场》,为长诗创

作开辟了道路。随后出现了一股长诗热。王统照写

了共 19节 300来 行的长篇叙事诗《独行者的歌》。

立志在叙事诗上下功夫 ,想 用叙事诗的体裁来称述

华族民性的朱湘用现代手法写传统题材 ,交织使用

四行、五行、十行三种章法 ,写出了用韵讲究、结构精

致的七大段近千行的《王娇》,使新诗中的长篇叙事

诗文体更加成熟。反对新诗不用韵和不讲究平仄的

饶孟侃写出了 28节 112行 的叙事诗《莲娘》。还出

现⒛ 年代 (有 韦丛芜的《君山》、玄庐的《十五娘》

等),30年 代 (有 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艾青的

《火把》等),硐 年代 (田 间的《戎冠秀》、阮章竞的

《漳河水》、玉臬的《大渡河支流》等)长诗创作热。

尽管小诗在诗坛上出现了作者自己都不认为是

诗却被人
“
强说为诗

”
的事情 ,但是在 ⒛ 年代初期

却是新诗坛最流行的诗体。以冰心为例 ,1921年 6

月23日 ,她将一篇题为《可爱的》的小文(实具散文

诗的文体特征)投 给《晨报副刊》,编 辑孙伏园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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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很有诗趣为由放在诗栏中分行排列发表了。冰

心自认为自己写的是诗的作品如《十年》较讲究音

韵。她甚至不认为当时以及现在都被很多公认的不

但是诗 ,而且是小诗体的代表作的《繁星》和《春水》

是诗。她 1919年 冬天就写好了《繁星》,却 因为 自

己不认为是诗 ,只 在几个弟弟中传阅,直到 1921年

9月 1日 发表了《可爱的》的第 4天才决定将它们发

表。这一事例也反映出优秀诗人常有的文体自觉性

和文体创造性。正是这种作者不认为是诗的文体被

当作诗发表 ,并受到众人仿效。仅《繁星》后出现的

主要的系列小诗就有刘大白的《丨日梦》101首 (连 载

于2月 6日 至 19日 上海《时事新报 ·学灯》)、 王统

照的《小诗》76首 (连载于 3月 5日 至 18日 北京

《晨报副刊》)、 刘大白的《泪痕》141首 (连载于 5月

21日 至6月 12日 上海《民国日报 ·觉悟》)、宗白华

的《流云》48首 (连 载于 6月 5日 至 1923年 《时事

新报 ·学灯》)、 汪馥泉的独句小诗《妹嫁》29首 (载

于《诗》1卷 4期 )·
⋯·丬、诗是在古今中外诗歌史上

都存在的微型诗体 ,如 古希腊的
“
诗铭

”(断 章或短

歌 )、 印度的
“
伽陀

”(偈 )、 日本的俳句、中国的绝句

等 ,本来很适合于现代国人的生活 ,如 周作人所言 :

“
如果我们

‘JlTx着 爱惜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

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
’
,想将它表现

出来 ,那 么数行的小诗便是最好的工具了。
”
[“ ]

(衄 页)由 于还没有进行认真细致的诗体建设 ,就 运

动式大发展 ,特别是被有些人当作最易偷懒的诗体

粗制滥造 ,从 1921年秋天俞平伯作《忆游杂记》2篇

14首 ,刘半农 1921年 9月 在巴黎以
“
小诗

”
为题作

一组 4句 的短歌寄回国内发表 ,到 1923年 宗白华

《流云》小诗的载完 ,小 诗流行时间不过一两年。

1926年以后北京海音文艺社发起出版
“
短歌丛书

”
,

出版了谢采江的《荒山野唱》、《梦痕》、《不快意之

歌》和张秀中的《清晨》、《晓凤》、《动的宇宙》等一

批小诗集。但是此时的小诗体已渐趋衰落。

建设格律诗是现代时期最大的文体建设行为 ,

却很艰难。以闻一多为代表的
“
新月

”
诗人在理论

和创作上都颇有建树 ,共 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

《诗的格律》(闻一多 )、 《论诗的音节》(饶 孟侃 )等

重要论文和著译诗作 86首 。闻一多认为诗应该有

音乐美(音 节 )、绘画美 (词 藻 )和 建筑美 (节 的匀称

和句的均齐),他还创作了近 ⒛ 种现代格律形体。

朱湘主张诗的内容、外形和音乐应该并重。刘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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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主张要有一定的平仄。徐志摩在 1926年 4

月 1日 的《诗刊弁言》中
“
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

真事情做⋯⋯再说具体一点 ,我 们几个人都共同着

一点信心 ;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 ,

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同性质的 ;我 们信我们这民族

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式

的表现是不完全的 ,我 们信我们 自身灵里以及周遭

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 ,我们的责任

是替它们构造适当的躯壳 ,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

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见 ;我 们信完美的形体是完

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 ;我们信文艺的生命是无形的

灵感加上有意识的耐心与勤力的成绩 ;最 后我们信

我们的新文艺 ,正如我们的民族本体 ,是有一个伟大

美丽的将来的
”
[27](333页 )。 他在同年 6月 10日

的《诗刊放假》中却很无奈地说 :“ 说也惭愧 ,已 经发

现了我们所标榜的
‘
格律

’
的可怕的流弊 !谁都会

运用白话 ,谁都会切豆腐似的切齐字句 ,谁都能似是

而非的安排音节——但是诗 ,它 连影儿都没有和你

见面 !所以说来我们学做诗的一开步就有双层的危

险 ,单讲
‘
内容

’
容易落了恶滥的

‘
生铁门笃儿主义

’

或是
‘
假哲理的唯晦学派

’
;反过来说 ,单讲外表的

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义的形式主义。就我们诗

刊的榜样说 ,我 们为要指摘前者的弊病 ,难免有引起

后者弊病的倾向 ,这是我们应分时刻引以为戒的。
”

[27](336页 )甚 至到 1979年 ,还 有人指出 :“ 在理论

上提出现代格律的是学者兼诗人闻一多先生 ,与 他

同时在创作实践中作出了努力的有徐志摩、朱湘等

人。⋯⋯毫无疑问 ,这种努力没有成功。
”
[28](⒛ 6

页)当然也有学者较公正地指出 :“ 自格律诗派风行

诗坛之后 ,其对新诗演进上的贡献可得而述者 ,一是

由于这一派的人才辈出 ,写作精严 ,不但诗中完全洗

脱了旧诗词的影响 ,即 自由诗的漫无拘束 ,也 由此受

到严格的限制。二是由于格律诗不仅以讲求形式的

整齐和音节的铿锵为其特色 ,即 以其意境与风格而

论 ,也深具蕴藉幽玄之致 ,而 绝少浅露粗率之弊 ,此

则亦既足以匡救初期新诗的缺失 ,至其情感的真挚、

词藻的华赡与想象力的丰富 ,则 尤有非初期的新诗

所可比拟者。三是格律诗派既深受西洋各种格律诗

的影响 ,于是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就 由于形式上的欧

化而带来了内容上的欧化。至此 ,所 谓
‘
新诗

’
,凡

是中国传统诗歌中所缺乏的 ,遂 都以新的姿态出现

了。这就不但使新诗的描绘对象 日益繁复 ,而 同时

也使它的活动领域更为扩大了。虽然如此 ,但这个

诗派却也有其缺点。这当然是由于其过于讲求形式

与过于重视格律而有以使然。所 以它的末流之弊 ,

不仅无异于又给新诗套上了新的枷锁 ,驯 至因而招

致了所谓
‘
方块诗体

’

`‘

豆腐干派
’
和

‘
带着镣铐跳

舞
’
这一连串的讥嘲 ;而 且还 由于其作者及其作品

一味只注意形式而忽略内容之故 ,虽 然仿效者很多 ,

而可观可诵者则 日益减少 ,于是这种外来的格律诗

遂又渐趋于没落了。
”
[⒛ ](39-40页 )

未定型的自由体新诗在中期也并非不重视形

式 ,只 是对诗形式的理解与传统的格律形式差异较

大。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虽然突破了新月派的格

律束缚 ,在诗的形式上一般不用韵 ,句 子、段落常参

差不齐 ,他们仍想建立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

诗形。戴望舒虽然认为诗不能借重音乐、绘画的长

处 ,认为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

畸形 ,不寻求某一感官的享乐 ,却 追求全感官和超感

官的东西。他虽然想放弃对音乐性的追求 ,但他诗

中的音乐性 ,甚 至表现形式上的,如 韵律 ,也 是显而

易见的。如八行小诗《旅思》的韵式是 ABBBCDDE。
“
汉园三诗人

”
是其代表 ,也较重视韵律形式 ,以 致

后来何其芳、卞之琳成为现代格律诗 (比 闻一多倡

导的新格律诗的格律宽松 ,形式多样 )的 主要倡导

者。卞之琳在 30年代用口语写了较多的格律诗 ,如

《寒夜》就有严谨的格式和韵律 ,每 行三个顿七个

字。何其芳发表在《现代》第 1卷第 6期上的《有

忆》的韵 式 是 AABBCCDEFGGHHH。 由此 ,不 但 可

见现代时期 格律诗建设 对 新诗诗 体建设 的 巨大影

响 ,还可以看出现代 时期新诗 的两大形体建设音乐

美和建筑美也初见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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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orm D)evelopment of Modern Poetry

WANG Ke
(Literature Institut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350007, China)

Abstract:The modern ti口 ne is a tirne of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orrn development of rnodern poet-

ry,duⅡ ng which modern poetry grows from its initial stage to maturity。  Owing to revolutions and wars,

however,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has twists and turns,and consequenthy there exist two mE彐
1jor

forms of Ⅱηusical beauty and architectural beauty and three quasi~forms of sho⒒ poem, long poem and po-

ems of new metrical paterns。  Its development is affected by foreign poetry, folk poetry and classic poetw。

Keywords:modern poetry;form development;poetic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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