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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着眼于新诗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并结合社会历史发展对文学发生的影响，通过对新诗流派

嬗变轨迹的综合把握，考察了诗人群体的兴衰、诗歌体式的更迭、创作方法的演变等新诗特质，确立了新诗发

展过程中几个重要的分水岭，从而把新诗（!"!# $ !"%"）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发展时期，并分别就每一个时期的

主体诗潮特征予以简要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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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诗的发展历程流派纷呈，枝节横生，比起小

说、戏剧、散文等诸种体裁的发展状况，远为纷繁复杂。确

立这样一部诗歌史的时期断限，意在为其纷繁的历史缕出

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这就必须首先确认哪些诗潮、流派

是代表着新诗发展的主流，哪些诗潮、流派是它的支流，然

后以主流为经，支流为纬，同时考察诗人群体的更迭及诗

歌体式的演变，以此来把握新诗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衍变轨

迹。基于这样一个研究思路，本文将现代新诗的历史划分

为四个发展时期限，下面试分述之。

一、（!"!# 年 $ !"(& 年）现代新诗的诞生与尝

试期

如果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拉开

了现代文学史的序幕，那么他于 !"!# 年《新青年》二卷六

号上发表的《白话诗八首》则是现代文学在实践意义上的

正式开端；同时，它也标志了现代新诗的正式诞生，现代新

诗史由此迈出了其艰难而不失辉煌的第一步。

胡适在尝试写作新诗的同时，提出了“诗体大解放”的

理论主张，刚刚诞生的新诗也就跟着向这条路上走去。不

用说以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周氏兄弟为代表的

先驱诗人是在努力着诗体的解放，后期的诗人如郭沫若、

康白情、朱自清、俞平伯、冰心等也在“诗体大解放”的旗帜

下尝试、探索着新诗的创作。他们的努力为新诗的尝试期

留下了多种诗体，诸如胡适体、无韵体、散文诗体、叙事体、

民歌体、小诗体、十四行体等。体式的繁富，显示了草创期

“诗体大解放”的实绩。然而这些体式都没有获得成功，虽

然小诗体曾一度风行，却只能是聊备一体，至多算是诗中

“小品”，终不能代表新诗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新诗体式

最终定型为白话自由体，那是留日的郭沫若，他以新奇而

大胆的想象，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创造了《女神》。《女神》

所表现出来的“绝端自由”的诗歌形式，不仅构成了白话自

由体的新诗范式，而且成为白话自由体诗的典范。新诗由

多种体式的尝试到白话自由体的建立，算是脱尽了旧诗词

的痕迹，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并形成了一个忠实于现实主

义创作原则的、以写实为主的、以自由体为形式的白话自

由体诗派。在这一流派下，白话写实派、湖畔派、小诗派诸

派相融共生，芜杂自是难免，但共同的创作倾向却也展示

了这一时期新诗的整体发展势头。

本时期共出版了 (# 部诗集［!］（0+&(# . &&!），以胡适的《尝

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影响最大。康白情的《草儿》、闻

一多的《红烛》、汪静之的《惠的风》、冰心的《繁星》、《春水》

都留下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外，朱自清等人于 !"(! 年组

织了新诗史上第一个诗歌社团———中国新诗社，又于 !"((
年 ! 月创办了新诗史上第一个诗歌刊物———《诗》月刊，这

些都展示了尝试期新诗的步履，也昭显了自由诗派弃旧图

新、大胆开拓的勇气和决心。新诗经过他们的努力，算是

站稳了脚跟，并建立了自由诗派这一新诗的“大本营”，成

为现代新诗能够得以继续发展并最终走向成熟的活水源

头。

总之，从 !"!# 年至 !"(& 年，新诗在充满荆棘的道路

上，留下了努力尝试的足迹，自由体诗的创作及自由诗派

的形成 与 衰 落 构 成 了 这 一 时 期 新 诗 发 展 的 主 体 内 容。

!"(& 年以后新诗开始由自由体向格律体转型，新诗的第一

个发展阶段宣告结束。

二、（!"(% 年 $ !"&! 年）新诗形式的建设与探

索期

!"(& 年 !( 月，陆志苇的诗集《渡河》出版，向我们预示

了新诗格律探索的讯息，以此为标志，新诗开始逐渐向形

式建设的方向迈进。许多诗人都在创作中发生转向，放弃

自由体式，尝试创作格律体诗，如汪静之、冯至、闻一多、徐

志摩等著名诗人，从他们写于 !"(% 年 $ !"(/ 年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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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律体取代自由体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这些

诗人的创作道路和创作风格正是在此时发生了转变。在

他们的影响下，诗坛上格律诗风日浓，对新诗形式的建设

已成为诗人们自觉追求的共同目标，从而形成了对新诗形

式建设卓有贡献的格律诗派。

由于闻一多在理论上的大力倡导，徐志摩在实践上的

勤奋探索，影响并带动了一大批诗人走上了格律诗的创作

道路。他们先后以《晨报副刊·诗镌》、《新月》月刊、《诗刊》

为主要阵地，创作并发表了大量的新格律诗，极大地丰富

了新诗的园地。格律诗派一经形成，就迅速地占据了诗

坛，成为领导诗坛的主潮，并以严谨的创作态度，使 !" 年

代中后期诗坛呈现出蔚为壮观的局面。闻一多于 #$!% 年

发表了《诗的格律》一文，提出了著名的诗歌“三美”理论，

使新诗的格律得以定型。可以说，从 #$!& 年到 #$’# 年，是

新诗形式建设的关键时期，格律诗派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

这一使命，它从酝酿、形成直至高潮后的衰落构成了这一

时期新诗历史发展的主流。

在格律诗派崛起诗坛的同时，象征诗派也接踵而起。

象征诗派的产生以 #$!( 年李金发的诗集《微雨》的出版为

标志。虽然李金发是在 !" 年代初就开始创作象征主义诗

歌的，但由于他当时还在异域的法国，因此他的诗作在国

内几乎没有人知道。事实上，即使他是在国内创作这些

诗，照当时诗坛的情况也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就像陆志

苇的《渡河》出版后的情形一样。但到了 #$!( 年，《微雨》

一出版就立刻在诗坛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有人说它是国

内所无，别 开 生 面 的 作 品，有 人 称 那 是“新 奇 怪 丽 的 歌

声”［!］。当然批评、反对者也大有人在，不过它还是产生了

相当的影响。后期创作社三诗人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

也起而从事象征主义诗歌的创作。此外还有蓬子、石民、

胡也频等相继登上诗坛，扩大着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使

象征主义诗歌在格律诗之外又别开一种新声。这一流派

开拓了新诗的象征、暗示功能，追求诗的意向的凝定，巧妙

地于诗中运用官能交感，强调自然律动与心灵律动的契

合。象征诗派强调新诗艺术的表现功能，这为新诗艺术的

最终成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使象征诗派能够在现代新

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格律诗派与象征诗派的产生自然不是空谷来风，他们

都是有感于初期白话自由体诗的种种弊端，不满于白话自

由体诗的形式散乱，诗艺苍白，诗质匮乏，纷纷从异域摄取

诗的养料，并予以移置，以挽救新诗的“中衰”局面。两个

诗派虽各有各的艺术追求，但其主观意图却不谋而合，都

是为了发展振兴新诗，为了打破白话自由体诗的中衰局

面，为新诗寻求新的发展之路。显然二者并不是谁否定

谁、谁取代谁的关系，也正因为有了这一暗合，两个诗派才

能最终合二为一，携手走向了现代派。所以若论这两个诗

派对于新诗历史发展的功绩，格律诗派功在对新诗的形式

建设，象征诗派则在诗质上即诗的艺术表现上为新诗的发

展推波助澜。总之，两个诗派的产生都是新诗自身合乎逻

辑的发展，是新诗自身内部矛盾运动结出的两朵诗美之

花。

可以说，因为格律诗派与象征诗派的相继产生，又致

力于新诗的艺术探索，诗不仅得以“中兴”，而且一度显示

了较为辉煌的景观，但是，两个诗派在发展中又都暴露了

自身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遂导致了各自的衰落。象征诗

派因其诗风的晦涩难懂，内容趋于神秘、颓废而没能维持

很久，它的大部分诗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就纷纷转向了革

命文学阵营，成为了早期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鼓手；格律

诗派的诗风则日益流于唯美主义，徒有整齐的形式，内容

贫乏空洞，“方块诗”、“豆腐干”诗成为后期格律诗的代名

词，到 #$’# 年底，格律诗派的最后一个园地———《诗刊》停

刊，标志着格律诗派走向衰退。至此新诗历史进程的第二

个阶段宣告结束。

三、（#$’! 年 ) #$’* 年抗战爆发前）现代诗派

与中国诗歌会争霸诗坛

这一时期现代诗派驰骋诗坛，同时，革命现实主义诗

歌流派———中国诗歌会代表现代诗歌的一个崭新的发展

方向与现代诗派鼎足而立，他们也非常活跃。我们之所以

把 #$’! 年作为这一时期的开端正是基于这两个诗歌流派

的正式形式都肇始于这一年。

#$’! 年 ( 月，《现代》杂志创刊，标志了现代诗派的形

成。尽管在此之前，戴望舒等人已经在探索创作具有现代

主义诗风的诗歌作品，如戴望舒的《我的记忆》出版于 #$!$
年，是他这种探索的最初结果。有学者认为：“《我的记忆》

这首诗成为现代诗派的起点”［’］（+,’(#）。但事实上，它仅是

现代派诗在尝试阶段的一首稍具形态的作品，作为一个流

派，现代诗派并未成形。由于当时格律诗派仍占据诗坛，

徐志摩及格律诗派的后起之秀卞之琳、陈梦家还在执着于

新诗的格律，因而戴氏的这些新花样并没有引起诗坛的注

目，也没能产生太大影响。到了 #$’! 年，情况就发生了根

本变化：陈梦家于 #$’# 年底勉力出了最后一期《诗刊》后，

格律诗派已一蹶不振，诗坛上心仪戴氏的人日益增多，竟

至刮起了强劲的“望舒风”，并在他的周围形成了诗风相近

的诗人群，说明新诗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革命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中国诗歌会也随着现代

诗派的形成于 #$’! 年 $ 月正式成立，发起人主要是蒲风、

穆木天、杨骚、任钧等，它标志着革命现实主义诗歌摆脱了

前期的自发、零散、无组织状态，具有了自觉意识，并有组

织、有纪律地形成运动———新诗歌运动和流派———中国诗

歌会。他们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平民化”、“大众化”

的语言形式，为新诗的发展拓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从而

与现代诗派构成了鼎足之势。

这一时期，新诗的艺术发展主要体现为现代诗派对前

期象征诗派及格律诗派的初步综合。现代诗派对新诗艺

术的创造与突破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大胆突破格律派的

“三美”戒律，在诗中表达一种内在韵律，并赋予自由体的

诗形；另一方面在吸收初期象征诗派的表现技巧的同时，

克服了它那种单纯模仿的痕迹以及晦涩难懂的弊病。在

诗艺上“追求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平衡，表现自己和隐藏自

己的适度，吸收异域艺术营养和中国传统诗歌营养的统

一”［&］（+,#!*）。他们初步探寻到了中西诗歌审美追求的契

合点，是中外诗歌传统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实现了初步的

碰撞和交融，并坚持了独具个性的民族特色。这是他们为

现代新诗作出的可贵探索。但应引起注意的是：现代派的

这次初步综合，缺乏深刻的理性分析精神，激情之下有时

对新诗传统的艺术经验不能持以较为客观的态度。比如，

对格律诗派在形式上的创建之功不以为然，认为格律不惟

是对新诗艺术的禁锢，而且导引着新诗走向旧诗词的陈规

的回头路。因而弃绝格律，转而采用初期自由体的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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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戴望舒，它从开始创作《我的记忆》以后，就放弃《雨

巷》时期对诗的外在韵律与格式的追求，转去探求内在的

诗情，内在的节奏，变外在的格律美为内在的诗情美，创造

出一种具有散文美特征的自由诗体。现代诗派的这种否

定格律体而尊崇自由体的态度，暴露了其对新诗传统艺术

经验的非理性承传。这导致了现代派的这次初步“综合”

存在着内在的残缺，是一次还不完善的“综合”。

现代诗派的诗人们先后以《现代》杂志、《现代诗风》、

《新诗》月刊为园地发表诗作，在 !"#$ 至 !"#% 年抗战爆发

前达到创作的极盛期。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遂中断了

现代诗派对新诗艺术的继续探索之路。

作为革命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中国诗歌会对新诗

艺术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们把诗歌创作与民族的命运、

与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诗歌内容紧扣时代的脉

搏，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他们对新诗民族化、大众化的倡

导，促进了通俗诗歌的发展。在这一方面，中国诗歌会构

成了对现代派诗歌思想内容的一个强有力的补充。但我

们也看到，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们在创作中标语口号化、概

念化的倾向也十分明显，作品多直抒胸臆，一览无余，缺乏

诗味，说明革命现实主义诗歌艺术还很幼稚，还不成熟。

随着 !"#% 年“八·一三”抗战的全面爆发，这一诗派即宣告

终结。

纵观这一时期的诗坛现象，可谓两大诗派各领风骚，

分占滩头，显现出星光满天的繁荣景观。但繁荣并没能促

成新诗走向成熟。作为主流的现代诗派虽然承继了新诗

的历史步伐，但在对前期格律诗派与象征诗派的兼收并蓄

中，却又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对他们所提供的诗艺探索经

验无法予以系统的、充分的整合，又不能重视自身在思想

观念上游离于社会现实，创作过多地徘徊于个人情感的狭

窄空间的弊病，再加上中国诗歌会的对抗与冲击，以及民

族危亡的严峻现实，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现代新诗

走向成熟的进程。

四、（!"#% 年抗战爆发后 & !"’" 年）七月诗派

与后现代派分头并进，现代新诗趋于全面成熟

这一时期，革命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七月诗派纵横

诗坛，并成为诗坛的主流，代表着新诗的发展方向；同时另

一个诗歌流派———后现代诗派沿着前期现代派的发展足

迹，继续着新诗艺术的探索。两个诗派在发展中都在各自

进行着历史的综合，又体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现代新诗

至此趋向成熟而进入尾声。

!"#% 年 " 月，胡风主编的《七月》周刊在上海创刊，这

既是七月诗派的起点，也标志着新诗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

期的开端。《七月》杂志前后四年，它虽不是纯粹的诗歌刊

物，但却以发表诗歌为主，也以诗歌取得的成就最大。在

它的周围聚集了以艾青为核心的一大批新老诗人，形成了

有共同创作倾向，风格也相近的诗人群，史称七月诗派。

继《七月》以后，他们又先后以桂林《半月文艺》、重庆《诗垦

地》、桂林《诗创作》为主要阵地继续创作着革命现实主义

诗歌。!"’( 年 ! 月《希望》杂志创刊后，他们很快又团结在

它的周围，一直持续到全国解放。七月诗派从形成到终结

前后历时 !) 年之久，造就了艾青、鲁藜、绿原、冀氵方、阿垅、

曾卓、方然、牛汉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诗人，成为现代诗歌

史上持续时间最久，影响也较大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是

在新的历史时期对 #* 年代革命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承继

和发展，在追求诗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与深入现实生活表

现时代精神方面同中国诗歌会一脉相承，在强调现实主义

创作方法上更是同出一辙。但在创作的具体实践中，七月

诗派逐渐摆脱了那种标语口号式的空洞叫喊，使诗歌形式

与内容趋于和谐和统一。这种和谐和统一主要表现在：现

实态度与主观精神的统一，历史的东西与个人的东西相融

合，自由的形式与内在的旋律的谐调，总体风格与个人独

创性的有机一体。从而形成了以现实主义为主又融入了

浪漫与象征等多种艺术优长的审美品格，体现了开放的胸

襟和综合的特色。在艾青的诗论及诗作中，我们可以充分

地感觉到这种开放性、综合性的审美品格：形象揭示的真

的内容，意象表达的善的主题，语言促使的美的形式，以现

实主义创作精神统帅了多种艺术表现，达到了相当完整的

诗美。可以说，七月诗派因艾青的突出成就显示了迷人的

风景，使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终于走上了新诗现代化之路，

从幼稚走向成熟，并成为现代新诗的一座“崇高的山”。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西南一隅的昆明重聚了

一批新老诗人，他们既有现代新诗的一些前辈诗人如闻一

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也有在这些前辈诗人

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诗人如穆旦、郑敏、袁可喜

等。他们在 ’* 年代初在昆明组织成立了“昆明文聚社”，

抗战结束后于 !"’+ 年在上海创刊了《中国新诗》杂志和

《诗创造》杂志，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诗人们自觉地承袭了

新诗的历史传统，禀承了现代派的诗风，强化了现代派诗

的抒情策略，体现出较为一致的创作风格，新诗史上也把

他们称为一派。但在具体称谓上颇不一致，出现了诸如

“九叶诗派”、“新现代派”、“《中国新诗》派”、“西南联大诗

人群”等不同称呼。从研究者对这些概念的时域界定来

看，都显然不能全面反映这一诗派在整个 ’* 年代的发展

概貌，也没能揭示出从西南联大诗人到九叶诗人之间存在

着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即由这一诗派进行着的贯穿整

个 ’* 年代的新诗现代化运动的全部过程。因此，我们把

这一流派称之为“后现代诗派”，一方面以区别于盛行于前

一个时期的“现代诗派”，另一方面也可说明它们之间所具

有的内在联系以及后者对前者所具有的发展与完善的意

义。后现代诗派缘起于西南联大的“昆明文聚社”，终止于

建国前《中国新诗》与《诗创造》的被查禁。在这一发展过

程中，他们形成了较为鲜明的个性特征：探索新诗的现代

化语境，开拓新诗的现代抒情策略，寻找新诗的现代抒情

视角，创造新诗的戏剧化抒情手段。比之前期的现代诗派

乃至同期的七月诗派，后现代派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现代意

识和现代风格，诗作中不无荒诞、怪异甚至神秘的玄学色

彩，诗艺更为圆熟，更趋成功，但终因他们未能很彻底地融

入到时代的大潮中，也未能造就出扛鼎诗人，其整体影响

也不及七月诗派，因此也只能是一条“深沉的河”。

综观这一时期的两个诗派，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

在进行着新诗艺术的全面综合；在另一方面，又体现出相

互融合的特征。作为“综合”特征，七月诗派表现在内容、

形式及艺术表现的综合诗艺探索，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初期

自由诗派、#* 年代革命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现实主义创

作原则、方法、态度、精神进行了整合；在深入生活、表现时

代时又不失自我，强调主观战斗精神，通过个人心灵的震

撼来揭示现实的纷繁，体味时代的气息；在诗艺表现上，顾

及自身的现实主义特质而不排斥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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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众家，体现出博大的宽容精神；在诗歌形式上，追求散文

化的自由美，但“散”中不失均衡与匀称，这里不无对格律

派与现代派的诗体探索经验的某种调和意味。后现代派

则表现在以“象征”为基础的“博纳”。取法初期象征派和

前期现代派的象征主义，艺术表现上更具含蓄性，更加深

沉，更具跳跃性，初步完成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精神

与中国古典诗艺传统的结合；在诗歌形式上，自由体与格

律体并重，钟爱自由体，也青睐格律体，而且两种诗体都得

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自由体的散文化得到了限制，自由之

中也讲究大致的“匀称”和“均齐”，格律体也突破了“方块”

和“豆腐干”，音节整饰却不失变化，强调外在的诗形也注

重内在的韵律。例如卞之琳、戴望舒在此期既写自由体，

也写格律体，在戴望舒的诗集《灾难的岁月》中，《古意答客

问》、《我用残损的手掌》、《过旧居》都是比较成熟的格律

诗。冯至在 !"#$ 年出版了《十四行集》，其意义也决不仅

仅是对一种新格律体试验的成功。可以说，后现代派与七

月诗派在诗艺上都完成了各自的综合，这是现代新诗成熟

的重要标志之一。

以上我们主要从新诗流派嬗变的角度把现代新诗的

历史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在每一时期就流派间的关系，

各个流派的特质即其诗艺探索的方式及其走向进行了粗

略的描述，以勾勒出每一个时期新诗发展所表现出来的独

特内涵及各时期间的承继线索，从而串联出新诗发展的整

体脉络。事实上，新诗流派的嬗变同时意味着诗人群体的

代际转换及诗歌体式的演变、更迭；也意味着新诗艺术的

更新及诗歌创作观念的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四个时

期都各有其相当活跃的、结构着诗坛主体潮流的诗人群，

也各有其代表性的诗歌体式。这样我们又可以把这四个

时期表述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自由诗派诗人群开创了自

由诗体，形成了新诗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以闻一多、徐志摩

为代表的格律诗派诗人群，创建了格律诗体，否定了自由

诗派及自由诗体，形成了新诗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以戴望

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诗人群和以蒲风等为代表的中国诗

歌会诗人群又否定了格律诗派及格律诗体，对自由诗体式

有所深化和拓展，形成了新诗发展的第三个时期；以艾青

为代表的七月诗派诗人群与以穆旦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

诗派诗人群则是站在了前辈诗人的肩膀上，承继并综合了

他的诗艺探索经验，使自由诗体与格律诗体都趋于圆熟，

构成了新诗发展的第四个时期，现代新诗通过他们的共同

努力，经过了 %& 多年的发展历程而达于成熟并宣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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