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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闻一多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汪 修
一

荣

经过长期准备和充分酝酿
,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

三 日至十七 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二届全国闻一多研究
~

气

学术讨论荟
。

;

参加大会的有老一辈专家教授和中青

年研究工作者
,

有二多的友好
、

学生及亲属
,

还有

日本和香港筋擎者
,

.

近一百人
。

代表提交了三十多

篇论文
。

会上{展并了热烈讨论
,

对闻一多的思想发

展
、

新诗创作和古典文学研究等方面作 了 一 些 探

讨
.

称
。 、

_

; :
一

一
、

关于闻一多的思想发展

一

关于闻二多的爱国主义思想
,

大家看法较与致
,

认为它贯串了闻一多的一生
。

闻二多的思想
、

人格
、

学术
、

创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

他的主要活动

大都和爱国主义息想有关
。

但在其体间题上还存在

一些不同观点和看祛
。 、

有的认为
,

他考过了一条诗人学者到斗士的发

展道路
。

前期他 以青年诗人的丰富想象歌颂美
,

追

求爱
,

渴望津字一个光明幸福的中华
,

但美国的种

族歧视
,

中国的黑暗观实使诗人由失望转为离开现

实
,

放弃创作
,

研究整理古代文化
,

企图寻求 一条

解放祖 国的道路
;
晚年由于时代的推动

,

接受
一

了马

列主义
,

看到了人民的力量
,

终于神出书斋投身革

命民主解放运动
,

成为一名民主斗士
。

还有人认为
,

闻一多经历 了一个从旧 民主主义

到新 民主主义 的转变
,

最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

由于种种原因
,

他有十七年行在错误路上
,

一度宣

传国家主 义
,

与共产主义
、

共产党对立
,

不仅在 口

头上
,

而且表现在行动上
。

其根源是错误地把国家

主义与爱国主义
、

振兴中华等同起来
,

但诗人的爱

国之心是贯彻始终的
。

在中国
,

最彻底的爱国主义

者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
,

诗人晚年从一个新民主

主义者
、

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
。

在对待闻一多早年主张国家主义和其他错误等

间题上大家的认识也有分歧
。

有 的 认 为 闻 一 多 曾 是

国 家 主 义 者

,

错 误 地 把 国 家 主 义 与 爱 国 主 义

、

振 兴

币
华 等 同 起 来

,

又 把 共 产 主 义 看 成 是 实 现 国 家 主 义

的 障 碍

,

故 宣 传 国 象 主 义 反 对 共 产 主 义

。

卜 」

有 的 认 为

,

闻 一 多 不 是 一 个 国 家 主 义 者

,

他 的

`
国 象 主 义

浪
实 际 上 就 是 爱 国 主 义

,

他 虽 然 参 加 过 大

枉 台

,

上 发 表 过 错 误 言 论

,

但 他 主 要 是 把 国 家 主 义

当 作 一 种 救 国 主 义

,

他 的 政 治 倾 向 和 真 正 的 国 家 主

义 者 也 有 本 质 区 别

,

有 些 纯 属 误 解

,

一 当 他 认 清 了

国 家 主 义 者 的 真 正 面 且 时 便 立 刻 与 他 们 分 手

。

何 况

就 在 《 大 江 季 刊 》 上
,

他

,

也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真
正

的 爱 国

主
义

诗

篇

。

还 有 的 认 为

,

闻 一 多 主 张 国 家 主 义 和 对 共 产 主

义 不 满

,

这 些 都 是 事 实

,

但 要 具 林 分 析

,

全 面 考 察

,

不 能 绝 对 化 厂 对 此 是 否 可 名 之
日

“
反 共

,

还 要 作 细 致

探 入 研 究

。

当 然 不 能 回 避 这 个 事 实

,

但 也 不 能 过 分 夸

木

,

二 个 人 的 认 识 总 有 一 个 过 程 即 便 伟 大 人 物 也 难

兔
犯 错 误

。
「

二

、

关 于 闻 一 多 的 新 诗

大 家 认 为 闻 一 多 既 继 承 了 本 民 族 的 文 学 遗 产
,

又 吸 取 了 外 国 文 学 的 精 华

,

他 创 作 的 二 系 列 具 有 民

族 风 格 和 气 派 的 新 诗 是 继 《 女 神 》 以 后
,

中 国 新 诗 史

上 又 一 座 里 程 碑

。

这 次 大 会 对 闻 诗 作 了 多 方 面 探 讨

。

有 的 从 美 术

角 度 进 行 考 察

。

认 为 他 是 诗 人 又 是 画 家

,

美 术 对 其

创 作 和 理 论 都 起 了 重 大 影 响

。

美 术 影 响 了 闻 一 多 的

个 性

,

影 响 了 他 观 察 事 物 和 构 思 想 象 的 方 式

,

影 响

了 他 对 外 国 思 潮 的 选 择 和 吸 收

,

影 响 了 他 的 创 作 倾

向 和 美 学 趣 味

。

美 术 因 素 是 构 成 闻 诗 艺 术 特 色 的 支

柱

,

也 是 其 诗 歌 理 论 的 支 柱

。

有 的 则 从 比 较 文 学 的 角 度 考 察 了 外 国 文 学 尤 其

十 九 世 纪 浪 漫 主 义 文 学 对 他 的 影 响

,

认 为 闻 一 多 早

期 诗 歌 具 有 双 重 性

:

热 爱 人 生 又 向 往 死 亡

;
爱 自 然

又 表 现 了 对 自 然 的 神 秘 感
;
追 求 美 又 为 黑 暗 包 围

,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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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些 使 其 早 期 诗 具 有 鲜

明 的 浪 漫 主 义 特 色

, 一

这 既 与 雪 莱

、

拜 伦 等 有 血 缘 关

系

,

也 与 传 统 的 诗 歌 有 直 接 继 承 关 系

。

有 的 认 为

,

闻 诗 受 到 西 方 一 些 唯 美 主 义 诗 歌 影

响

,

也 受 到 意 象 派 象 征 派 的 影 响

,

这 既 表 现 在 内 容

上

,

也 表 现 在 表 现 手 法 和 格 律 上

。

中 国 古 典 诗 歌 本

来 就 讲

李
含 蓄 和 意 象

、

绘 画 美 等
衬 他 接 受

了
外 国 诗

歌 的 影 响

,

又 继 承 了 本 民 族 诗 歌 传 统

,

受 李 义 山 影

响 尤 大

,

这 就 形 成 了 他 的 诗 歌 特 有 的 艺 术 风 格

。

对 闻 诗 的 爱 国 主 义

,

一 种 观 点 认 为

,

这 只 表 现

了 诗 人 第 一 位 的 情 感

,

爱 国 主 义 诗 篇 是 他 最 优 秀 的

诗 篇

,

这 种 爱 国 主 义 感 情 构 成 了 闻 诗 的 基 调

。

他 对

家 乡 的 爱 也 就 是 对 祖 国 的 爱

,

他 对 祖 国 的 爱 是 无 私

的

,

自 始 至 终 的

,

他 赞 美 祖 国 的 文 化 实 际 上 就 是 表

现 对 帝 国 主 义 种 族 歧 视 的 抗 议

,

是 唤 起 民 族 的 自 豪

感
和 自 信 心

,

也 正 是

谙

此 披 露 了 诗 人 炽 热 的 爱 国 感

情

。 、

另 一 种 意 见 认 为

,

闻 诗 表 现 的 爱 国 主 义 思 想 只

是 爱 国 主 义 思 想 的 一 个 较 低 层 次

,

这 种 爱 国 思 想 诚

然 是 至 诚 的

,

但 有 局 限 性

,

诗 人 对 中 国 文 化 传 统 缺

乏 批 判 精 神

,

由 于 不 了 解 近 代 中 国 衰 败 的 真 正 原

因

,

不 知 道 救 国 的 真 正 力 量 何 在

,

所 以 有 时 就 产 生

了 一 些 偏 颇 的 看 法

,

论 者

。

他 前 期 的 文 艺 批 评 重 视 艺 术 效 率 即 艺 术 的 效

果

,

重 视 文 艺 的 美 感 亨 受

、

语 言 魅 力

,

内 容 与 形 式

的 结 合 等

,

但 忽 视 艺 术 的 功 利 性

,

对 文 艺 的 社 会 作

用 较 少 提 及

;
后 期 则 将

“
效 率

”
与

“

价 值
”

统 一 起 来

,

重 视 文 艺 的 认 识

,

教 育 作 用

,

对 文 艺 根 本 看 法 达 到

了 一 个 新 高 度

, 、
_

_ _

一

另 一
种

意
见

认
为

,

早 期 闻 一 多 就 是
一

个 功 利 主

义 者

,

重 视 功 利 主 义 是 闻 早 期 诗 歌 美 学 思 想 的 核

心

,

一 贯 主 张 艺 术 的 真 善 美

,

特 别 是 重 视 诗 与 时 代

,

诗 与 民 族 的 关 系

。

还 有 一 种 意 见 认 为

,

就

“
美

”

的 认 识 而 言 他 是 经

院 派

,

在 艺 术 论 方 面 他 是 形 式 主 义 者

,

而 且 是 审 美

国 粹 主 义 者

。

在 唯 美 主 义 问 题 上

,

有 的 认 为 闻 * 多当时并未

弄清为艺术而艺术和真正的唯美主义
,

因 而 把 这 两

个 具 有 特 定 内 涵 的 概 念 和 重 视 诗 歌 的 艺 术 性 混 为 一

谈

, 、

闻 一 多 实 际 上 是 强 调
诗 的

艺 术 性 的 重 要

,

反 对

只 重 思 想 内 容 而 忽 视 艺 术 技 巧 的 不 良 倾 向

。

有 的 认 为

,

闻 提 倡 唯 美 主 义
,

实 际 这 是 他 早 年

希 望
“

艺 术 救 国
”

的 思 想 体 现

,

希 望
以 美 取 代 丑

,

给

人 以 光 明 和 希 望

。

此 外 还 有 人 认 为 对 唯 美 主 义 要 作

分 析

,

不 要 一 提 到 唯 美 主 义 就
以 为 是

资
产 阶 级 的 东

西

,

提 倡 唯 美 主 义 的 人 并 不 一 定 思 想 落 后

,

他 们 中

间 在 历 史 上 也 有 人 投 身 于 革 命 事 业

。 ` 「~

三

、

关 于 古 典 文 学 整 理 和 研 究

书
粼 霏 {护{灌

:…鲜法 {…霎鬓羹羹霆望纂着雷馨产裘套交类幸霎羹寡篡霏认了许多开创性贡献,

这 些 不 仅 在 当 时 具 有 现 实 意 义

,

在 今 天 仍 有 其 学 术
价 值

。 -

五

、

关 于 研 究 方 法

四

、

关 于 文 艺
男

想 和
美 学 思 想

·

一 种 观 点 认 为 闻 一 多 是

“
效 率

,
与

“
价 值

”
的 统 一

不 少 人 都 提 出 了 看 法
:

有 的 人 认 为 传 统 的 研 究

模 式 都 是 二 维 的

,

以 政 治 背 景 和 生 平 简 历 作 参 照

,

许 多 问 题 不 能 解 决

。

闻 一 多 研 究 应 打 破 传 统 的 研 究

模 式

,

从 一 元 化 走 向 多 元 化

·

从
政

治 学

、

社 会 学 模

式 进 入 美 学 模 式

,

要 从 思 想 内 容 的 研 究 转 入 到 艺 术

研 究

,

把 微 观 研 究 与 宏 观 研 究 结 合 起 来

,

把 文 学 研

究 放 到 整 个 中 国 文 化 和 世 界 文 化 层 次 中 去 研 究

。

有 的 认 为 既 要 发 扬 传 统 治 学 精 神

,

又 要 采 取 新

的 研 究 方 法

,

任 何 时 候 都 要 本 着 实 事 求 是 的 原 则

,

以 第 一 手 资 料 为 依 据

,

回 忆 材 料 只 能 作 参 考

,

避 免

感 情 用 事

。 厂

还 有 的 提 出 要 用 诗 学 研 究 诗

,

决 不 能
以 政 治 分

析 代 替 艺 术 分 析

,

也 不 能 用 作 家 思 想

,

诗 论 代 替 作

品 思 想

,

在 诗 的 领 域 既 要 有 现 实 主 义 又 要 有 浪 漫 主

义

,
,

以
现 实 主 义 取 代

浪
漫 主

义 就
等 于 封 闭 了 诗 的 一

半
国 土

。
- -

一

1 2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