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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闻一多的新诗格律化理论一直被研究界重视!但他在论述郭沫若-女神.的时代精神中提出的新诗&原
质'概念和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提出的新诗&非诗化'思想却很少被人注意!而它们却是新诗理论中最重要的命
题" 只有充分认识闻一多的&非诗化'思想和格律化理论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全面理解和把握闻一多对新诗理论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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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建设主要围绕)新诗*二
字进行阐释#侧重于)新诗*之)诗*字#则强调)诗*

的一元规定性#坚持诗歌的)纯形* ! X,-80%-5"思
想#最终走向新诗格律化和纯诗化道路-侧重于)新
诗*之)新*字#则强调新诗的独特性和探索性#坚持
新诗的)非诗化* !.%.FX%8:23/&"战略% 闻一多的新
诗理论兼容了二者#对新诗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然而#向来对闻一多新诗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
的新诗格律化建设方面#而对他的)非诗化*理论方
面的论述重视不够#尤其是对新诗存在的根本性的
问题#即新诗合法化理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严重
影响了对闻一多新诗理论的宏观理解和总体把握%

实际上#闻一多的新诗理论涉及到新诗建设的诸多
问题#其中最关键并且构成他的诗论核心的是新诗
与古典诗歌的关系问题#即如何为新诗寻找不同于
古典诗歌的)原质*#从而使新诗能够走出古典诗歌
的窠臼#建立新的诗歌体式和新的诗歌规定性% 他
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说道.)我总以为新诗迳直
是0新1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

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
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
的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它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
的宁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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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诗#原质$概念的内涵
闻一多最早提出新诗)原质*概念是在他那篇

著名的诗学论文+女神之时代精神,中#他认为.由
于郭沫若具有现代科学意识#使他的作品中具有一
种)原质*#它虽然在)西洋文学里不算什么#但同我
们的新文学比起来#才见得是个稀少的原质#同我们
的旧文学比较起来更不用讲是破天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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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里的)原质*主要指郭沫若诗集+女神,中的现代意
识和时代精神#他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
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

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 有人讲文
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肖
子%*

'#(!"@他在郭沫若的+女神,中#概括出其)动*的
精神&)反抗*的意志&)科学*的知识与词汇&世界性
的意识和眼光&现代生命在绝望与颓废中的挣扎与

)*



奋斗等五个方面#指出其作为)新诗*之所以为)新*

的特质% 他以时代性为中心#采取比较的思维方式#

运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文学进化论
思想#把郭沫若的+女神,放在五四早期新诗创作的
现状和古典诗歌创作传统中进行对比#虽然这是一
篇随感式的论文#缺乏绵密的内在逻辑性和细致深
入的论述#但他着意于+女神,作为)新诗*之)新*

的方面#所以#他能够敏锐地把握+女神,的独特性
和诗学价值#并给予历史性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成
为新诗理论中一篇富有理论原创性的论文%

时代性是理解闻一多诗学理论的关键性概念%

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虽然提出了新诗)原质*概
念#但他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和界定#然而#在他行
文的字里行间#他有意识地把#)世纪的时代精神作
为新诗)原质*产生的思想基础#认为没有对时代精
神的把握#新诗的)原质*是不可能出现的% 对时代
精神的领悟和理解#是新诗区别于古典诗歌的前提%

在+冬夜评论,中#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五四早期新
诗的陈腐和滥调方面#缺乏新颖性和原创性.)像
+冬夜,里的词曲音节的成分这样多#是他的优点#

也便是他的劣点#优点是他音节上的赢获#劣点是他
意境上的亏损% 因为太拘泥于词曲的音节#便不得
不承认词曲的音节之两大条件.中国式的词调及中
国式的意象%*他深刻地指出.词调的粗率实际上是
)思想简单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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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五四一代诗人由于深
受古典诗词的影响#难以给新诗创作带来多少新的
质素#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幻想和情感.五四诗人缺
乏想象力#)很少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

'!(!A"

%

他进一步认为.)音节繁促则词句必短简#词句短简
则无以载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 $$$这便是在
词曲底音节之势力范围里#意象之所以不能发展的
根由%*

'!(!A@诗歌的外在形式与诗人的内在生命意识
紧密相关%

闻一多对时代性的强调#不仅表现在对时代精
神这样宏大主题的关注#而且直指诗人对具体社会
现实的态度% 他批评泰戈尔作品时#经典性地指出.

泰戈尔底文艺底最大的缺憾是没有把捉到现实% 在
泰戈尔的作品中#缺乏生活的热流#没有令人激动的
情绪#陷于儿童式的感伤#虚无缥缈得没有人间烟
火#因此#闻一多认为泰戈尔的诗歌品格不高#对新
诗创作的影响是不利的% 而在他为臧克家诗集+烙
印,所作的序言中#以)生活的意义*为主旨#高度评

价臧克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嚼着苦汁营生*的生
活态度#认为饱含诗人血泪情感的人生体验的诗才
是新诗真正的价值.)作一首寻常所谓的好诗#不是
最难的事% 但做一首有意义的#在生活上有意义的
诗#却大不同% 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
真的生活的意义% 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
的严重%*

'H(!*G这是中国新诗理论上首次提出)诗是
经验*的命题#直接对H)年代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
响% 闻一多的诗论非常强调诗人对现实的亲身体
验#他把臧克家比作唐代的孟郊.)他如果哭#还是
为他自身的穷愁而哭的次数多#然而他的态度#沉着
而有锋棱#却最合于一个伟大的理想的条件%*

'H(现
实性在闻一多诗歌观念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他的
新诗格律理论必须放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才能得到准
确的理解%

但闻一多对诗歌现实性的强调是和他对诗歌艺
术性强调并重的#他不赞成诗是现实的自然反映%

在批评五四早期新诗创作中#如何把现实经验转化
为诗经验#闻一多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对)艺术*

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觉识#他认为自然的现实经验只
是文艺的原料#把自然的经验转化为艺术经验必须
经过诗人的艺术化的创作% 这就要联系到闻一多对
诗人的想象力的论述才能得到清晰的理解% )质
素*一词是+冬夜评论,中闻一多提出的多次使用的
概念% 在闻一多看来#构成诗歌)质素*的主要艺术
因素是诗人的幻想和情感成分#它是诗歌意象形成
的根本% 幻想和情感与人的生命意识血脉相连#决
定了诗歌艺术性的高低优劣% 他在评价+冬夜,时
认为#五四早期新诗的主要情感质素是讽刺&教训&

哲理&玄想&博爱&感旧&怀古&思乡&赠别&寄怀之类#

属于第二等的情感或情操#)不十分丰富*#缺乏)白
热*的浓度和烈度#属于)畸形的滥觞的民众艺术*%

)一切艺术应以自然作原料#而参以人工#一以修饰
自然的粗率#二以渗渍人性#使之更接近吾人#然后
易于把捉而契合之%*

'!(!)B幻想和情感属于诗人天赋
的品质#是诗人对自然和现实进行艺术化处理的必
要过程#是诗歌艺术独特的内在要素%

文学的宫殿必须建在生命的基石上% 新诗的
)原质*便是诗人的生命意识和艺术意识凝聚在具
体的诗歌意象中的结晶% 它体现着诗人对时代精神
的把握#对自然和现实的体验和感觉#对生命意识的
自觉#并通过艺术化的形式!0%-5"给予表现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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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这种源于内在生命意识的情感与幻想的冲动
和外在的自然与现实的交融凝结构成诗歌)原质*

产生的本质% 他在论述郭沫若+女神,中意象的独
特性时形象地说明了这点#他认为.在+女神,中#

)那讴歌机械底地方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
神% 在我们诗人底眼里#轮船的烟筒开着了黑色的
牡丹是0近代文明的严母#1太阳是亚波罗坐的摩托
车前的明灯-诗人底心同太阳是0一座公司底电
灯-1云日更迭的掩映是同探海灯转着一样-火车底
飞跑同于0勇猛沉毅的少年1之努力#在他眼里机械
已不是一些无声的物具#是有意识有生计如同人神
一样% 机械的丑恶性已被忽略了-在幻想同情感的
魔术之下他已穿上美丽的衣裳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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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包含诗歌)新原质*的意象构成新诗原创
性!%-2S2./&2:;"的根本% 新诗的创作必须最大限度
地在文本中透露新的时代中新的事物&新的感觉&新
的思想&新的生命意识#表达新的人与世界的关系%

闻一多的新诗)原质*的论述是新诗创作的一
个重要命题#H)年代诗人林庚继承闻一多的思路#

对之进行更为清晰&准确的论述#可以看成是对闻一
多观点的进一步阐释和升华% 林庚先生在+诗的活
力与诗的新原质,一文中#他说.)我们如果注意诗
坛的变迁#就必然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便是诗的原质
时常在那里改变% //新的诗风最直接的#莫过于
新的事物上新的感情% 这便是诗的不断的追求%*

)如从前人常吃0酒1#变成了现在的0纸烟1-从前人
常骑的0马1#变成了现在的0脚踏车1-这些变迁正
是发现诗的新原质最好的场合% 例如都市里电车&

电灯&电话种种的电线纵横交错#就有一位诗人说.

浮沉的电线如同一支乐谱% 这又是多么可喜的一种
感情2 我们必须让这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有着生命
上的共同的呼吸#这样我们才不因为物质的文明而
落入机械式的烦躁无味%*)诗的活力是一个全部历
史的创造#必须从那平凡的做起而直达那最崇高的-

诗因此是宇宙的代言人#这便是新的原质陆续出现
的时候% 我们将怎样保有这诗的活力#且将如何追
寻那新的原质#这便是又一个诗的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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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诗的#非诗化$理论言路
在闻一多新诗)原质*概念的背后#隐含着一种

深刻的诗歌理论思想% 和当时普遍流行的一元论诗
歌理念不同的是#闻一多坚持诗歌的多元化#认为诗
是一个无限发展的概念#他曾理直气壮地质问到.

)什么是诗呢2 我们谁能大胆地说出什么是诗呢2

我们谁能大胆地决定什么是诗呢2 有多少人是曾经
对于诗发表过意见#但那意见不一定合理的#不一定
是真理-那是一种个人的偏见%*

'@("BA诗是一个无限
延展&具有极大包容性的概念#所以它的发展充满最
大的可能性% 任何以一元性观点来解释诗歌的试
图#都不具有合理性#都是一种偏见和文化霸权%

无可否认#在新诗的理论建设中#弥漫着一种一
元论的诗学神话% 它试图从诗歌历史的发展中归纳
出一个普遍而永恒的诗歌理念#并把它看成是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诗歌标准% 在中国新诗史上#诗人&诗
评家&读者都围绕着这个神话努力维系着诗的一元
性#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把诗理解成是一个恒定不变
的稳定的系统#而这种诗学系统由于古典诗歌的强
势影响#往往又被古典诗歌美学趣味所置换#成为衡
量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的标准#从而维持着诗的纯
洁性和权威性%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新诗的理论范
畴被置于一元论诗学体系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古典诗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中发
展出来的诗歌理念#它与乡土中国有着深刻的血缘
关系-而新诗的发生是为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
出现的新的诗歌体式#它为表现现代生活和现代情
绪#需要打破古典诗歌的内在规定性#获得新的诗歌
生长点% 因此#以古典诗歌的美学范畴来评价新诗
是否存在逻辑的合理性#以传统社会中形成的文化
观念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是否具有有效性&合法性#

就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重要问题%

闻一多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对古典诗歌历史
的深入研究#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鲜明地提出了
自己的)非诗化*新诗理论主张% 他说.

??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

是新诗的前途"

但新诗///这几乎是完全重新再做起的新
诗!也没有生命吗0 对了!除非它真能放弃传统
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 但那差不多等
于说!要把诗做得不像诗了" 也对!说得更确
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
说戏剧!少像点诗" 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的
&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
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 在一个小说戏
剧的时代!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
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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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诗之所以为&新'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
的理由" 其它在态度上!在技巧上的种种进一
步的试验!也正在进行着" 请放心!历史上常常
有人把诗写得不像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如
华茨渥斯$J%-=9R%-:4%!惠特曼$J42:58.%!而
转瞬间便是最真实的诗了" 诗这东西的长处就
在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
无限的内容" 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
伤"

*B+#)"

这是对中国新诗发展的纲领性理论论述#可惜
一直没有得到新诗研究界的充分理解和重视% 在这
一段论述中#闻一多涉及到新诗理论的四个基本问
题#我们分别阐释%

A'现代社会是一个非诗化的时代
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展#科学技术构成文

明进步的核心#工具理性取得了对人的心智的统治
地位#工业化&商业化缔结了新的社会伦理和社会实
践行为#人化自然的都市变成人类生存的主要空间#

个人主义的欲望解放成为社会的思潮% 这是一个崭
新的社会形态#带来的是新的知识结构&认知模式&

伦理价值和审美趣味% 传统的人与自然的亲近关系
消逝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血缘关系正在消解#日
常生活的世俗伦理构成生活的主要图景% 在体制化
的社会中#在金钱与物欲的狂欢中#生命不再葆有宁
静和单纯#异化和物化无处不在% 与乡土社会一同
解体的是古典的生命意识#酬唱应和的闲情逸志没
有了#悠远淡泊的意境韵味远去了#感觉和幻想在工
具理性逻辑的学习中迟钝了% 我们进入了另一种生
存空间和生存形态中#正如一位诗人所感叹的.城市
里的)休闲中心到不了文化中心_天桥到不了鹊桥
枫桥_证券行到不了桃源行琵琶行_卡拉M̀ 到不了
坐看云起时_塞车的街口到不了_万径人踪灭* !罗
门+古典的悲情故事,"% 这种)到不了*情结代表了
新诗面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尴尬的处境%

诗人必须直面他所生存的现实% 新诗不可能永
远沉浸在古典意境的缅怀中#唱那些老掉牙的歌#新
诗的发展必须正视自己的时代命题.在非诗化的时
代#诗人何为2 闻一多明确提出.)要把诗做得不像
诗%*换一句话说#在非诗化的时代#诗人要敢于并
能够创作非诗化的诗歌% 只有突破诗歌一元论的理
论框架#新诗才可以真正实现体式创新#获得原创
性%

#'诗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
闻一多在对中国诗歌历史的研究中#认识到诗

歌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稳定的系统#它是开放的&动
态的#具有)无限度的弹性*#每一次诗歌革命都把
诗歌推向新的高峰#并获得更具包容性的诗歌内涵%

那种把诗歌看成是一个恒定不变的稳定的系统#并
且由于古典诗歌的强势影响#这种系统又被古典诗
歌美学趣味所置换#那么#新诗的发展的合法性将难
以建立% )重新做起*的新诗在不断获得诗的)新原
质*过程中#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汉语诗歌的表现
空间#从而使汉语诗歌获得新生%

把诗歌理解成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是一个带
有根本性&建设性的诗学理论问题#是新诗获得新的
话语权的前提#是理解新诗探索性&试验性的历史形
态的基础#是对古典诗歌的诗意系统作为诗歌一元
论阐释结构的重大解构#它是彻底清理新诗暧昧的
存在的元命题%

!'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的关系
中国新诗是以激进的反抗和断裂古典诗歌传

统#试图建立现代诗学体系为目标#然而#在它的发
展过程中#一直受到古典诗歌的强势)他者*的制约
和影响% 新诗的)纯诗*论者总是试图恢复和建立
古典诗歌的意境传统#把新诗纳入到古典诗歌理论
范畴中去#他们忽视了新诗的独特性和现代性品格%

差异性是新诗和古典诗歌之间关系的前提#只有在
此基础上#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的关系的命题才能
成立% 反过来#新诗自由化&口语化论者打着解放的
旗帜#肆意消解诗歌的艺术性#从而割裂新诗与传统
的关系#使新诗陷于粗鄙与平庸的泥淖%

闻一多的新诗格律化理论只有放在这样的语境
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新诗是对现代生活与现代
情绪的表达#它不能放弃时代的使命和社会责任的
承担-但诗歌是一门艺术#)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
术的破产*

'*(HA#

% 新诗的责任和任务便是在表现现
代生活和现代情绪中如何获得诗歌的)原质*#从而
使生活艺术化% )艺术化*是闻一多建立中国新诗
与古典诗歌之间关系的关键性概念#如何发掘汉语
的形&音&意的美学功能并且给予艺术化的呈现#这
是汉语诗歌的艺术性&关键性所在#是架构新诗与古
典诗歌之间联系的桥梁%

H'非诗化时代的诗歌样式
在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传统中#)诗言志*与)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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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情*是两个主导性概念#抒情性成为诗歌的主要
功能% 随着现代社会和人生的丰富性&复杂性的加
剧#人们的心智活动不再单纯&明净#传统的意境思
想和冲淡悠远的诗歌风格难以适应现代人生的表
现#因此#闻一多明确提出.)在一个小说戏剧的时
代#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
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这是中国新诗自五四
以来创作方法的重要总结#对新诗创作具有指导性
理论价值% 汉语的叙述功能的强化并成为新诗的主
要表达方法#由此#新诗开创了巨大的表现空间#

)抒情的放逐*&)新诗戏剧化*等新诗理论才有了坚
实的思想基础#)反讽*&)辩证性*&)机智*&)张力*

等开始成为新诗创作和阐释的重要概念%

闻一多曾经准备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其主要
精神包含在他的)诗的史*和)史的诗*勾勒中#以诗
歌解读历史#并在历史中看出诗的成分#其中蕴涵着
深刻的社会学的宏观视野% +文学的历史动向,是
对中国诗史的重要描述#他把中国诗歌历史解读为
一部不断的)非诗化*历史#充满辩证的思想智慧#

对今天的诗歌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三?对闻一多新诗理论的反思
#)世纪中国新诗发展#是一条艰难崎岖的道

路#充满犹疑与彷徨% 关于对新诗命运的感叹#在现
代作家的文章中可以说俯拾即是#在这些论述中#也
许李健吾先生说得最为透彻.)新诗为什么一直到
现在得不到普遍的敬重#也就是说#本身有什么缺陷
为我们所忽略#然而新诗又以什么样的力量永远吸
引新生的一代往前走#也是昭如日月的事实#我们希
望诗人能够从各自切身的经验提供材料#失败或者
胜利#做为新诗的进展的参考或者借镜% 民族的声
音应当坚定#明朗#不负民族在宇宙间的使命% 新诗
的暧昧的存在必须有以洗雪%*

'G(无论我们对新诗
的命运如何关切&忧虑#但新诗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何以如此2 李健吾先生认为新诗存在的根基尚
没有得到清理#它的理论支点仍然不清% 明显的是
他对近三十年的新诗理论基础是不满的#是没有把
握住新诗的存在根本% 简单地梳理新诗理论的焦点
问题#我们发现现代诗人和批评家一直在新诗的形
式和语言及其政治功用上殚精竭虑#花费了大量的
精力#但对现代诗学的哲学基础&文化背景&美学范
畴却甚少论及% 究其原因#我们的诗人和理论界没
有对新诗的社会和文化做出清晰的学理上的辨析#

在一元论的思维方式下#古典诗歌的理论范畴成为
)诗*的基本核心#因此#轻易地忽视了现代诗歌的
基本理论研究和建设%

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是中国新诗史上
的宝贵财富#他对新诗格律化和)非诗化*的论述#

体现了新诗理论建设中两个基本范畴.新诗格律化
体现了新诗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自律化的要求-

)非诗化*是新诗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进行的
诗学调整#体现了新诗的)他治*要求% 如果我们把
闻一多的格律化和)非诗化*论述作为一个理论系
统来考察#它恰恰反映了新诗的一对重要矛盾.在不
断的)他治*中进行的艺术)自治*的过程% )非诗
化*是新诗对现代社会的自觉承担#是不断把现代
生活中出现的新的物象和新的情感化为诗歌)质
素*的过程% 它是新诗之所以成为新诗的前提和基
础% 格律化是新诗对新的诗歌)质素*进行形式化
处理的艺术过程#是不断把)非诗化*的诗歌)质素*

接纳为诗歌)原质*的行为% 因此#)非诗化*和格律
化!)纯诗化*"反映了新诗艺术发展中的两种内在
冲动和要求% 新诗的历史即是)非诗化* !他治"和
)纯诗化*!自治"交替发展的历史%

值得提出的是#研究界过去侧重于闻一多新诗
格律化理论#实际上反映了对新诗自由化&散文化这
些非诗化因素的焦虑与困惑#很大程度上没有摆脱
诗歌一元化的理论陷阱#因此#对新诗的理论基点和
逻辑起点难以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辨析% 而新
诗的创作界又总是面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纷繁的
现象和复杂的语境#出现意识的晕眩和心境的混乱#

缺乏对新诗艺术化的自觉和反省#多粗制滥造的
)口水*和)垃圾*#误把新诗看成是社会和内心的自
由表达#很少有精品出现% )非诗化*和)纯诗化*是
新诗创作的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忽视其中任何一
个方面#都会给新诗的创作产生有害的影响%

有必要清理新诗的)非诗化*和)纯诗化*之间
的逻辑关系.)非诗化*是)纯诗化*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新诗的)非诗化*的立场#新诗难以获得诗意的
发展和对现代社会的话语权-)纯诗化*是对新诗
)非诗化*的艺术化过程#是在新诗)非诗化*基础上
展开的#没有)纯诗化*的艺术坚持#新诗将失去其
艺术的本质规定性% 这也许是我们重读闻一多新诗
理论所获得的重要启发%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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