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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学院新诗批评者&

沈从文与苏雪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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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沈从文与苏雪林先后在武汉大学教授新文学研究课程!皆对)五四*时

期的代表诗人%诗作和诗集展开分析与批评!呈现了第一代学院新诗批评者的批评特点&

沈从文发扬传统的印象式批评方式!将作品置于发生的原初历史中!条分缕析梳理由社会

思潮到文学思潮的演变!透析诗集主要特征!指出其诞生的渊源及发展!参照他人的评论!

估价作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状态!言辞简练含蓄!表达追求艺术性-苏雪林直率大胆!她擅

长将研究对象置于中西为经纬的网状文学史体系内!结合作者的诗学观和创作实践!进行

富有理性色彩的解析与品读!从美学与文学史角度评价作品(

关键词&沈从文-苏雪林-新诗批评

!*)#

年秋!由陈西滢邀请!沈从文去中国公学而赴武汉大学教书!讲授新文学(一学

期后!因私事耽误和其它原因!他离开了武汉大学(

!*)"

年!苏雪林接任沈从文的课程(

据苏雪林回忆&)到武大的第二年!学校以学生要求讲现代文艺!即所谓新文艺!与我相商!

每周加授新文学研究二时(文学院长对我说&沈从文曾在武大教这门课!编了十几章讲

义(*

!从沈从文有关新诗的文章看!2我们怎样读新诗3和2沫沫集3篇目应与当年武大文

学院长所说的那个课程讲义有关#

(苏雪林在武大的讲义后经整理!也有出版$

(本文将

以沈从文和苏雪林的有关新诗的文章与讲义为依据!重点剖析二位批评者在中国早期学

院派新诗批评上的特点%风格及相关问题!尽可能客观展现他们的诗歌批评价值(

一%沈从文与苏雪林的新诗批评概述

沈从文首次发表的新诗批评文字为2我们怎样读新诗3!这是一篇带有诗史性质的综

论%

(文中将新诗+

!*!&C!*)#

,划分为三个时期!指出每个时期的诗歌特点及代表作(

!

#

$

%

参见苏雪林&2我的教书生活3!载2苏雪林文集3第
"

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

年!第
$$

页(另有研究者更具体

谈及武大印行沈从文讲义的情况!)这套讲义印成线装书形式!前半部是编选以供学生参考阅读的新诗分类引

例!后半部是作者
'

篇谈新诗的论文(此后!该讲义中的2论汪静之的8蕙的风93%2论焦菊隐的诗3等诗论文章

又陆续单篇发表*(参见吴世勇&2沈从文年谱
!*#"C!*$$

3!天津人民出版社
"##'

年!第
*$

页(

沈从文2沫沫集3中的多数文章都于
!*)#C!*)"

年发表!此书由上海大东书局
!*)(

年结集出版(本文所引用

的沈从文论文皆来自2沈从文文集3第
!!

卷!花城出版社
!*$(

年出版(为确定其历史价值和查找方便!尽可能

列出其最初发表处(沈从文的2新废邮存底3中也有论诗的文字!因时间置后!暂不予论及(

苏雪林的讲义在台湾有过两个版本!一为
!*&*

年台湾的广东出版社出版的2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3!二为台

湾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3(安徽文艺出版社在
!**'

年出版了2苏雪林文集3!第
)

卷为

文艺批评集(

此文写于
!*)#

年
&

月
"'

日!沈当时在中国公学工作-发表于2现代学生3

!*)#

年第
!

卷第
!

期!沈此时已在武

汉大学任教(参见吴世勇&2沈从文年谱
!*#"C!*$$

3!第
*%

页(沈从文在文中说)对于这三个新时期的新诗!

从作品%时代%作者各方面加以检察%综合比较的有所论述!在中国这时还无一个人着手(*此言并非准确(

!*"*

年!朱自清已经在清华大学开设新文学课!有新文学纲要讲义!只不过没有写成文章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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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第一时期+

!*!&C!*"!

或
!*""

,的诗带有旧诗痕迹-第二期+

!*""C!*"'

,诗有了新标准!取得新

成绩代表诗人!有)浪漫主义夸张豪放*的郭沫若!也有)象征趣味的李金发*-第三期+

!*"'C!*)#

,有专

写标语口号的诗人!出现了写爱情%论人生励志%歌唱温暖%赞美官能之爱的诗(2沫沫集3多围绕三期挑

选的作品展开!收录文章
!$

篇(除去
!!

篇论二三十年代作家及小说%散文%话剧作品!有七篇+讲义为

六篇,论诗人诗作!含2论朱湘的诗3

!

%2论焦菊隐的8夜哭93

#

%2论刘半农的8扬鞭集93

$

%2论闻一多的

8死水93

%

%2论汪静之的8蕙的风93

&

%2论徐志摩的诗3

'

%2由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3等(

苏雪林的2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3是一部)具有现代文学史的规模与框架性质*

)的讲义(收录篇目

涵盖)五四*时期到
!*)#

年代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也有对诗人%批评家以及刊物的研究(与新诗

相关的篇目有2胡适的8尝试集93%2五四左右几位半路出家的诗人3%2冰心女士的小诗3%2徐志摩的诗3%

2论朱湘的诗3%2新月派的诗人3%2象征诗派的创始者李金发3%2戴望舒与现代诗派3%2闻一多的诗3%2颓

加荡派的邵洵美3%2神秘的天才诗人白采3!论及到的诗人还有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和郭沫若%王独

清%蒋光慈%成仿吾%钱杏?%穆木天等!涉及的作品集有2扬鞭集3以及2诗刊3等诗歌刊物!派别有新月

派%象征派和现代派等(

由
!*!&

年的文学运动到
!*)#

年代!历史毕竟不长!文学史观念尚未建立!通过对作家%作品进行研

究无疑是观察当下文学最直接的方式(从二人所选的诗人来看!苏雪林所选对象更多!他们的创作时间

更早(沈从文论述的主要对象多与后来出现在文学史中的新月诗派与湖畔诗派诗人相关!至于焦菊隐

及2山花集3的作者刘廷蔚!因以后分别投身于戏剧和昆虫学研究!诗歌创作相对减少!为诗歌研究者遗

忘(沈%苏的共同评论对象有朱湘%徐志摩%闻一多的诗以及刘半农的2扬鞭集3(

有学者指出苏雪林的文学批评通过对新文体的分类%文学整体的观照和历史演变的考察!描绘出一

个大致的新文学发展史!且通过批评实践和讲授实践!为新文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笔者认为!

此观点符合实际(

!*)#

年代初!在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学校并不多(

!*"*

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

过该类课程!写过一个新文学研究纲要-杨振声在燕京大学也同期开设-

!*)'

年!废名才在北大开设这

类课(可以说!武汉大学于
!*)#

年开设新文学研究课开了风气之先(

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选择沈从文任这门课的首位老师!不是凭学历而是凭其在文学创作界渐起的

名声!接续者苏雪林为科班出身!她对沈从文的讲义并不满意!然而她对这门从未上过的课也不自信&

)我觉得+沈从文讲义,并不精彩!比他的创作差远了(像沈氏这样一个彻头彻尾吮吸五四法乳长大的新

文人!教这门课尚不能得心应手!又何况我这个新不新!旧不旧的5半吊子6.*

+

当时的苏雪林本是担任中国文学史教学!历史观念的养成使她在续接新文学课程之后!非常娴熟地

将新课按文类分成五种!尽量克服她预知到的写作难度&)第一!民国廿一年距离)五四*运动不过十二三

年!一切有关新文学的史料很贫乏!而且也不成系统(第二%所有作家都在世!说不上什么5盖棺定论6(

又每人作品正在层出不穷!你想替他们立个5著作表6都很难措手(第三%那时候虽有中国文学研究会%

创造社%左翼联盟%语丝派%新月派各种不同的文学团体及各种派别的作家(可是时代变动得厉害!作家

的思想未有定性!写作趋向也常有改变!捕捉他们的正确面影!正如想摄取飙风中翻滚的黄叶!极不容

易(*她明白!在写作过程中最棘手的是资料&)作家虽不算丰富!每人少则二三本!多则十几本!每本都要

通篇阅读(当时文评书评并不多!每个作家的特色!都要你自己去揣摩!时代与作品相互间的错综复杂

的影响!又要你自己从每个角度去窥探!还要常看杂志!报纸副刊!藉知文学潮流的趋向!和作家的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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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2论焦菊隐的8夜哭93!载2中央日报/文艺周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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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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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沈从文&2论刘半农的8扬鞭集93!载2文艺月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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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2论闻一多的8死水93!载2新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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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2论汪静之的8蕙的风93!载2文艺月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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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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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沈从文&2论徐志摩的诗3!载2现代学生3

!*)"

年第
"

卷第
"

期(

马森&2论苏雪林教授8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93!载2文教资料3+初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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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方维保&2论苏雪林的文学批评及其对新文学学科创立的贡献3!载2长江学术3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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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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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苏雪林&2我的教书生活3!载2苏雪林文集3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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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断断续续地编写!写了几年!才勉强将五个部门写完(*

!

然而!正因为资料相对缺乏!反倒使沈从文和苏雪林在各自的讲义中倾注了更多的个人心血!他们

的诗歌批评更显出原创性质(

二%沈从文与苏雪林的新诗批评范式

在批评方寸之地!两位身兼作家的学者都发挥了他们各自的长处!给诗歌史留下两类不同的批评

范式(

沈从文的诗歌批评看上去感性成分多!表达印象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运用修辞手法!将对诗歌的

阅读感受用自然景象或与人物形象类比表达出来-二是以排比句或骈体形式!句子对仗!节奏铿锵!强化

诗歌带来的印象!文字富有音韵美(如评朱湘!)能以清明无邪的眼观察一切!能以无渣滓的心领会一

切(大千世界的光色!皆以悦目的调子为诗人所接受!各样的音籁!皆以悦耳的调子围绕诗人所接

受(*

#在当时!如果说学者朱光潜的论文代表着理性的学术风范!非学院出身的大学老师沈从文!却使

不少读者欣赏他评论文字的优美!将他文中的理性忽略了(其实!沈从文的诗歌批评有赞美!有批评!理

性表现在高度的概括和批评态度上(以下不妨采用评点方式一览沈从文如何分析汪静之的诗$

(

沈从文先用春秋笔法把)五四*运动的主题加以概述!从思想解放谈到文学革命!一直抓住社会思潮

中男女关系的变革到文学革命中的男女关系重估!再引申至文学(在对)五四*时期文学写作进行简明

扼要的梳理后!他对)五四*诗风并不乐观!)以人道主义做基础!用仍然保留着绅士气习的同情观念!注

入到各样名为新诗的作品中去!在文字上!又复无从摆脱过去文字外形内含所给的一切暗示!所以那成

就!却并不值得特别叙述*!因此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沈玄庐%刘大白%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等人的作品都

存在问题!特别提及诗中反映的男女关系问题)严重*!甚至拿胡适开了刀(他认为)在男女恋爱上!有勇

敢的对于欲望的自白!同时所要求所描写!能不受当时道德观念所拘束!几乎近于夸张的一意写作!在某

一情形下!还不缺少情欲的绘画意味!是在当时比其他诗人年青一点的汪静之*(他指出汪静之诗集2蕙

的风3&)不但为同一时代的年轻人写到对于女人由生理方面感到的惊讶神秘!要求冒险的失望的一面!

也同时把欢悦的奇迹的一面写出了(*

在引用朱自清%胡适%刘延陵及作者的序所指出的汪诗特点后!沈从文还要强调一下)诗是以不道德

而著名的*!紧接着!他列举了作品中引起争议的诗歌!肯定汪和同时期诗人相比却显示出赤子之心(他

分析汪所受当时诗人的影响!同时也指出其局限在)纯粹的幼稚*上!所以)如虹彩照耀于一短时期国内

文坛!又如流星的光明!即可消灭于时代兴味的轮下了*(此外!他又论到汪静之后来的诗!批评)作者是

不以年龄的增进在作品中获得同样进步的*(至
!*"$

年!沈从文认为他看到了更多更好的爱情诗!对成

为)大雷*的)无产阶级文学和民族文学*!沈从文非常反感(

由此文大略可看到沈从文诗歌批评的主要特色&将作品置于发生的原初历史当中!由社会思潮到文

学思潮的演变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抓住诗集的主要特色展开思想透析!指出其诞生的渊源与发展!参

照他人的评论!评估作品存在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的状态(

在苏雪林这面镜子的照射下!沈从文批评的优点和缺点更加鲜明(或者说!苏雪林的某些长处!正

是沈从文的不足(

苏雪林和沈从文一样!都是情感丰富的人!丰富性可从他们不同风格不同文类的文学创作中看到(

他们的表达不尽相同&沈从文的语言含蓄婉转!苏雪林的语言直率大胆-在批评文章中!苏雪林相对大

气"""这是因为二人的经历和研究视野存在较大的差异(

沈从文从一介军中文书!凭着愚直的努力!终于在创作上取得成功(终因他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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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2我的教书生活3!载2苏雪林文集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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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沈从文&2论朱湘的诗3(

沈从文&2论汪静之的8蕙的风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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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系统的国学教育!又不习外文!所以在二三十年代的国学专家和)海归*派面前!自称)乡下人*

!

(对

学者来说!学问的积累!宏观的比较视野!细致的文本分析都至关重要(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方式为印象

式!是肯定也是否定!是优点也是缺点(缺点是沈从文的批评系统缺少中西文学的参照与对比!尽管他

有足够的感知力!并能表达出作品的微妙之处!可是他很难从中西文学发展层面观照新诗发展存在的历

史问题(同样是出道不久的苏雪林!写讲义也令她颇费了心机!因其知识结构相对完整!更得心应手(

苏雪林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就读!

!*"!

年留学法国(从她的整体研究看!有过研究考证

古代诗人诗作的2玉溪诗谜3%2昆仑之谜3!屈赋研究和2中国文学史3!也有评论外国文学作品的2梅脱灵

克的8青鸟93(她注重知识的融会贯通!在思考的组织上!非常自信&)我们的学问在哪里!在书卷里!在

笔记簿里!在卡片里!在社会里!在大自然里!幸而有一条绳索!一头连结我们的脑筋!一头连结在这些

上!只须一牵动!那些埋伏着的兵!便听了暗号似的!从四面八方蜂拥出来!排成队伍!听我自由调遣(这

条绳索!叫做5思想的系统6*

#

(

譬如苏雪林所作的第一篇诗论有关胡适的2尝试集3!她不是将诗集放在)五四*时期的创作情况中

讲!而是把它置于从唐宋明清的诗歌发展过来的历史当中去论述!提出清末民初的四派诗歌的风格!强

调)新诗创造的意识!早酝酿于有识者的胸中!只等机会到来!便爆发了*(在介绍完背景之后!才说到有

历史观念的胡适提出了)诗体解放*与实验的主张!同时还能指出胡适受到但丁%赵叟等人的语言改革观

念影响!发现)鄙俚的方言*中蕴藏的真生命(她借用胡适的观点!介绍2尝试集3的三个分期!指出每期

的代表作和语言%体式变化(梳理完知识谱系之后!苏雪林再对胡适诗歌特色进行归纳(在谈到第一个

明白清晰的优点时!运用的也是沈从文式的印象加类比!用自然界风景作比喻!)其文字语言都如一股寒

泉!清沁心脾!其诗亦天然近于白居易(*她还介绍胡适的诗歌风格和诗歌观!辨析)明白*与)暗示*产生

的不同美感!比较胡适诗风与象征主义诗风有所不同!分析胡诗被周作人称为)水晶球*的原因(在论第

二个特色)写实精神*时!结合古代诗歌创作的因袭!提出胡适强调写实的重要性是)文学上一剂最有力

的消肿药*!但轻想象则)抹杀了诗的精髓*(苏雪林在叙述的语调上少沈从文的隐晦!更为直接!她议论

道&)若如胡适之所云!则屈原%但丁%哥德等等都不能在文学占一席地!因为离骚%神曲%浮士德都是以丰

富的想象构成的啊'*可贵的是!苏雪林会去寻找胡适诗观的来由!)他是个实验主义者!一切不合科学精

神之物!均在排斥之列-他是个写实文学的提倡者!对浪漫神怪想法!尤所反对*!而这一切有时与中国人

的实际情况相关!)中国人头脑本不清楚!好为空虚荒渺之谈!轻视生活*!还指出胡适主张的思想革命!

)正要从灌输科学思想入手*(苏雪林由诗歌观而分析诗歌观的产生原因!强调诗歌观发生的时间和境

遇!有助于读者更深入更全面了解胡适的诗歌(在谈论第三个特点)哲理化*时!又指出胡适做哲理诗与

中西方资源的关系!还说&哲理诗在阅读时发生的障碍)不能以心灵直接游泳于作品中!却须凭藉桥梁渡

船之属!趣味自然减低不少(*

在涉及具体诗作分析时!苏雪林显得能力欠缺(比如她分析2乐观3!只谈起&一%诗歌的写作原因!

是为2每周评论3封面作-二%诗歌两面的意思(她没有很细致地阐释其意义!也无说明形式特色之语!最

后简单地总结&这是)思想的艺术*!)醒者的艺术*!可谓粗疏(再如评析2应该3!她只谈诗为谁做!对诗

里的人称代词)他*进行解读!在总结时!苏雪林一方面认为)胡适的诗不过是新诗的试验品!是后来成功

者的垫脚石!在现在新诗界里是没有他的地位的*!同时!又说他的诗在)五四*后十年内没有几个诗人可

以比得上!因为他的是有韵!有严密的组织!有言外之旨!最终的结论是)以新诗历史论!2尝试集3在文学

史上将有不朽的地位'*在这两个貌似矛盾的判断中!可见苏雪林运用了两重标准&一个是美学标准!另

一个是文学史标准(

苏雪林的批评是&将研究对象置于中国和西方为经纬的网状文学史体系中!结合作者的诗学观和创

/

*%

/

!

#

沈从文在武大时期!陈西滢等鼓励他学英文!但他一个月下来!)二十六个字母也背不清楚(*由于无学历!沈从文在武大未能聘为

讲师-后于西南联大任教!也颇费周折!

!*)*

年
$

月聘为国文系副教授!

!*()

年
$

月改聘教授(参见吴世勇&2沈从文年谱
!*#"C

!*$$

3!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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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特色!进行富有理性色彩的分析与作品解读!最后从美学与文学史角度给作品做出评价(

还可以共评的徐志摩为例!探析二人分析诗歌的角度%使用的方法%得到结果的同异以及在他们批

评中所透露出各自的美学观点(

沈从文开头照例是对文坛进行描述!论及社团发展与对峙%不同的文学风格%刊物创办及影响力%诗

歌文体种类等(之后!他才指出徐志摩的诗文特色!)使散文具有诗的精灵!融化美与丑劣句子!使想象

徘徊与星光与污泥之间!同时属于诗专有!而又为当时新诗所缺乏的音乐韵律的流动!加入于散文内*(

沈从文在徐志摩的诗中看到了想象%音韵等诗歌要素!提出徐志摩诗歌的最高目的为)以温柔悦耳的音

节!优美繁丽的文字!作为真理的启示与爱情的低诉*!这也就是沈从文心目中的美诗(为了更好地论证

徐志摩的诗歌特色!沈从文将2灰色的人生3%2毒药3等六首诗歌!与新月诗人之诗进行写作态度与内容

上的对比(苏雪林论徐志摩时!一两句话便把沈从文花了上千字描述的南北方文坛略说了一下!紧接着

提出徐志摩诗歌的特色)雄奇的启示!奢侈的想象!曼妙的情调!华丽的词藻!都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

现*(苏雪林增加了对词藻和情调方面的肯定!认为徐志摩对想象的表述!不是丰富!而是)奢侈*(她借

梁启超%章士钊%吴宓等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评价!证实徐志摩在文学界成名之迅速!正不亚胡适之

于学术界*(她的论述结构十分清晰!从诗歌的形式与精神两方面有序展开!补充了沈从文所没有关注

到的辞藻的富丽以及弊端%气势上的雄厚和语言来源(诗歌精神上!苏雪林指出徐志摩受了希腊主义影

响!表现了真诗人人格(苏雪林还注意将徐诗与郭沫若的新诗比较体式!与刘复%汪静之%胡思永的诗比

较语言(她偶引沈从文对徐志摩的评论!但从不附和(沈从文认为徐志摩的2多谢天' 我的心又一度跳

荡3)文字简直成为一条光明的小河*!而苏雪林认为)我说不如谓作者的思想!成为一条光明的小河之为

恰当*(二人的写作+说话,方式不同!沈从文的文句雅!有点拗口!如论徐诗体式!沈从文说的是)作者所

长是使一切诗的形式!使一切不习惯的诗的形式!嵌入自己的作品!皆能在试验中契合无间*(苏雪林用

口语!如论到徐的诗诗体丰富&)他今日发表的一首诗是这种格式!明日是另一种!后日又是另一种(想

模仿都模仿不了!他人是用两只脚走路!他却是长翅膀飞的*(

沈从文了解)五四*诗坛的优弊!发扬了传统的印象式批评-苏雪林在宏大的学术背景中融进文学史

观!评论诗人诗观及诗作!更近当代学术规范(

三%第一代学院新诗批评的形成

!*)#

年秋到
!*)!

年春!沈从文在武汉大学任教仅一个学期(苏雪林自
!*)!

年始!在武大任教
!$

年!新文学研究课程从
!*)"

年上到抗战爆发!武大迁川(二人在武大任新文学课时!都是资历尚浅的年

轻讲师!学术生涯刚刚开启!于当时崇古氛围中!他们都遭遇了被古典文学教授侧目!学生无兴趣而惨淡

经营的历史(苏雪林在
!*)(

年的日记中有记载&选新文学研究课的仅四人!)一人中途又引去*+

*

月
"&

日,!上新文学研究课学生看其它的书+

!

月
!$

日,

!

(

沈从文与苏雪林的一生成就并不集中在新诗批评上(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足

以让他在文学史和服饰历史方面留下不衰的声名(苏雪林的文学创作与古典文学研究并驾齐驱!硕果累

累(但是!在新诗批评上!他们确是较早参与批评的实践者!对新诗批评规范的形成!有过一定的影响力(

早期的新诗批评者多为圈内人!评论一路沿袭旧诗的训诂%考据%音韵%意象分析!如胡适评沈尹默

的2三弦3!闻一多与梁实秋评俞平伯的2冬夜3和康白情的2草儿3(

!*)#

年代后!诗歌批评方法有所增

加!废名%朱英诞着重新诗与旧诗对比!李健吾%朱自清%朱光潜等!有的以印象方式解读新诗内涵!有的

借用心理学%音韵学%修辞学%解诗学等其它学科的知识!对诗歌进行更深入与多层次的解读!围绕文本

词语%意象%意境%音韵本身!结合作者的经历!揭示出诗歌的多义性内涵和多体式表现(这时!新诗批评

的经验基本形成(随着政权更替!新的意识形态确立!从
!*(#

代中后期到
!*$#

年代!新诗观念日趋简

单!诗歌在意识形态的规范下成为政治的附庸!诗歌批评相应简化为社会功能性批评(

/

#'

/

!

苏雪林&2苏雪林民国二十三年日记3!武汉图书馆特藏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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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等&第一代学院新诗批评者&沈从文与苏雪林比较

学院是知识的发生地!同时也是传播基地(近
"#

年来!随着新诗研究和批评资料的发现%整理与研

究的有序展开!在武大从事过新文学教育的沈从文%苏雪林和在清华%燕京%北师大教授新文学的朱自

清%在北大讲授新诗课的废名%朱英诞等学者的讲义都相继出版!让我们看到
!*)#C!*(#

年代初步形成

了中国第一代新诗学院批评者(

这一代学院中的批评者普遍注重作品印象!借用自然景致或者古人所言风格道出-他们喜欢寻找对

比参照系&或是古代诗歌!或是同代诗人(比如废名和朱英诞常拿新诗与题材近似的旧诗对比-沈从文%

苏雪林%朱自清更偏向在同时代诗人中寻找对比对象!或将诗人前后创作风格对比!从文学史的发展角

度进行考察论证诗人们的特点(从批评对象和批评方式论!沈从文和苏雪林的选择囊括了)五四*尝试

期到
!*)#

年代的)新月*%2诗刊3诗人!以诗人个案研究和诗坛综论结合的形式!分篇章完成对这些诗人

和诗作的论述(朱自清二三十年代的新诗研究成果集中在2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3的)诗*部以及2中国

新文学大系诗集3的编选与导言写作中!四十年代有2新诗杂话3!他的批评对象多跨越了一个十年(废

名三四十年代先后有两个时期在北大担任新诗教学!朱英诞接续过他的工作!他们的批评对象与朱自清

类似!但对北平现代诗人有更多的关注(

这些学者的诗歌批评!构成了中国第一代学院派新诗批评形态&一律不将口号诗或政治诗作为主要

批评对象!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创造性的文人诗歌!也不随意对研究对象进行道德褒贬!坚持从个人阅读

出发!对诗歌进行美学价值判断!分析诗歌感受!归纳诗人创作特点!将批评对象置于诗歌发展历史中比

照探究(这一代学院批评者!纯洁了新诗的批评(

正因为自由独立批评的环境一度丧失!更使从事新诗研究的人意识到第一代新诗学院批评需要重

新纳入研究视野!阐发其存在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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