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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曲)与民族新诗之构建
...以卢前散曲为考察中心

康石佳

摘!要"五四以来&在借鉴外国诗歌模式的新体白话诗写作潮流外&还有以卢前为代表的一干学人从保护古典音乐文学
之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我国民族诗歌应具备的文体形式' 其中&顺应文学)大众化*)本土化*思潮的卢前另辟蹊径&将古
典)乐府*观念转化为现代)新诗*理想&选择本是)诗歌之曲*的散曲作为中华民族的有声新诗&遂从)民国曲*理论倡导
走向了散曲的音乐改造和)民族化*创作实践' 散曲也根植于丰富多变的人民生活&表达出历史进程中民族传统与民族
现实所认可的多重内涵'
关键词"民国散曲+!民族诗歌+!卢前+!乐府+!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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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 =# 年代前后'关于诗歌的民族形式(
问题之讨论!是抗战期间'民族形式(文艺论争的
一个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翼文学'大众
化(意识和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
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 3:&思想的深刻影响# 只
不过在这场声势浩大又充满丰富政治内涵的文艺

论战中!'诗歌民族形式(论争更像是一场相对单

纯的文学形式的讨论# 之所以讨论诗歌的民族形
式!是出于时人对诗坛'矫揉造作$结构潦草(的
新体白话诗的不满!也认为在攸关民族存亡的战
争年代!一味模拟西洋之'新诗(无法承担起鼓舞
民心$激发民众抗战热情的时代重任# 其中!拥有
新$旧体文学创作经验的学者卢前!则通过散曲研
究与创作实践得出结论!推崇并提倡以本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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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之曲(的散曲作为中华民族的有声'新诗(!进
而发起'散曲运动(!呼吁众多学人一同进行'民
国曲(书写!以具有民族形式的'新诗(来记录社
会生活!反映时代精神!鼓舞国人斗志!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抗争鼓吹呐喊$贡献力量#

一! 诗歌(民族形式)的探讨和选择

自清末至 "# 世纪 3# 年代!有关诗体写作技
巧$内容及观念的革新!已历经了'以新名词入
诗('以白话入诗( '以西洋诗体为诗(三个阶段!
并由此形成了给旧有韵文体注入新生命$建立新
'歌谣体(韵文$彻底改变诗歌语言与形式等探索
路径# 其中尤以五四以来使用'白话(!又移植各
类西方诗体所写成的新体白话诗!给后世文坛带
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到了 3# 年代末!新体
白话诗的创作基本归于沉寂!对这类'新诗(的反
思也成为学界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 许多学者认
为!新文化运动所催生的各种洋化诗歌!不仅缺乏
'乐曲的基础( %朱自清 "9=&!更无法'吻合时代
的节拍(%赵笑天 :&!虽在语体变革中'白话战胜
文言(已成不可动摇的趋势!可是新诗体'从古诗
的各种形式和体裁,解放-(出来之后!尚未尝试
出或确定下任何一种适应时代社会要求$贴近文
学发展实际$切合国人审美需求的诗歌文体!反倒
像'中了,洋八股-的毒!写出来的东西不合中国
人的口味!不受一般读者的欢迎(%萧三 =:&!'新
诗(创作之路越走越窄# 特别是随着抗日战争进
入相持阶段后!这个社会正迫切需要'民族化(的
文艺来唤醒大众$振奋精神$争取生存和民族解
放# '诗歌的民族形式(之讨论便在此背景下展
开!成为'目前诗坛上一个重要的问题(%'诗底民
族形式集体论(版头 第 : 版&#

不过!无论是萧三$杨铁夫$林秀燊$雷溅波$
胡明树$婴子$谢狱$欧阳天岚$王亚平$涂世恩等
人的专文!还是'中国诗坛(第二次座谈会的讨
论!仍将'诗歌的民族形式(的叙述重点放在了宣
传$教化层面!反复强调我们要创造'诗歌的民族
形式(之重要意义!既未关注与阐说'新( '旧(文
体形式的利用问题!也没能提出如何创作'民族
形式(诗歌的建言# 他们主要提出的观点是!新
体白话诗缺乏让中国老百姓听得懂$听得悦耳的
音节韵律! '诗歌的效用便完全收不到( %萧三

=;&!且内容'首首不离,爱-!句句不离,情-(%杨
铁夫 9:&!无法适应民族社会的发展$反映民族
现实生活$抒发真实而强烈的民族情感# 因此!当
前创造的中国之'新诗(应正视欧美文艺所带来
的各种影响!在借鉴民族遗产和流行民歌的基础
上!使用跟'西洋风味(有别的$能被大众接受的
富有'中国作风(之民族形式# '民族形式是寄托
于民族内容!也可以说是通过民族内容而表达出
来的(!这种'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所创造出来的
民族形式的国际意义!也就跟抗战本身的国际意
义一样重大#(%林秀燊 :&

至于诗歌的'民族形式(到底该为何种样式$
应有怎样具体的表现方法!则众说纷纭!莫衷一
是# 萧三在)论诗歌的民族形式*中说!'我们今
天的文化文艺应该是 ,抗日的内容!民族的形
式-(!要通过'古代和民间的形式(!用'新的内
容!新的语言!新的意识!思想!新的社会!新的人!
新的活动(来'创造新的形式(%=;.=<&# 杨铁夫
)谈谈诗歌的民族形式*认为!'大众所明白!上口
和记得住($能感动人和'唤起读者或听者的共
鸣!成为中国民族中大多数的民众所爱好的艺
术(!即为具有民族形式的'我们底诗歌( %9:.
9;&# 8<=# 年'中国诗坛(第二次座谈会会议大纲
提出"'我们要绝对地把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彻底的采用大众的语言!同时并消化我们的民族
遗产!接受外国诗歌的影响!去创造我们诗歌的民
族形式#(%林秀燊 :&雷溅波)诗歌的民族形式!
口语化!形象化*强调民族形式'必须是通过民族
现实生活内容的新创造(%<&# 胡明树)关于诗的
'民族形式(*则主张我们所需要的最新的诗的民
族形式!在于'现代的思想语言!在于我们的口
头!或在于由口头唱出的民歌( %胡明树 第 :
版&# 婴子)中国作风*推崇的'民族形式!其实就
是,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以及民族性的表现
%婴子 第 : 版&# 谢狱)题材与形式*认为诗歌的
民族形式要'跟着民族本身的成长(!'受着天才
的民众的修改(%谢狱 第 : 版&# 欧阳天岚)诗的
民族形式我见*提出民族形式的诗要'树立独特
的作风(!'还必须不息地吸养其他民族的优越
点(%欧阳天岚 第 : 版&# 王亚平)创造诗歌的民
族形式"新诗辨草之十七*谈到'所谓诗歌的民族
形式!是根据,民主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一号
召而产生的(!'诗歌的民族形式就是通过富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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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的诗的语言!恰当地表现了主题的素材!而
被中国大众听得懂!爱读而又乐于接受的一种形
式(%8#$&# 涂世恩)建立民族精神诗歌刍议*要
求具有民族形式的新诗!应具有'发扬民族主义(
'培养国家正气( '统一青年思想( '鼓励御侮精
神(的社会作用及'平衡写作技巧(之类艺术方面
的要求%"$.";&!等等#

此时!作为新生代学人$旧体文学研究者和新
诗写作尝试者的卢前!也参与了这场'民族诗歌
形式(的讨论# 卢前十四岁时曾创作过新体白话
诗!后来则转向诗$词$曲等旧体文学的写作# 他
在研究过民初以来选体诗派$新学诗派$!

同光

体$南社诗派$学衡派$新体白话诗"
等诗歌创作

实践后!认同使用现代白话$方言口语等通俗文字
作诗!反对保守派迷恋过去!只知模仿古人$古意
的写作方式/也不赞同改进派一味崇拜西洋诗体!
只会拿电报$火车$照相等新生事物堆砌诗料或直
接模仿外国诗句的结构形式# 卢前提出!中国的
新诗在内容上必须具备时代精神和民族意识!因
而不能不深入民间!与人民大众发生关系!也不能
不对社会政治与生活有所反映和影响!否则'只
见新的烂调套语!铺满纸上(!'较旧体更为贫弱(
%卢前!)廿七年来我中华民族诗歌...民国廿七
年十月十日及十九日廿一日在中央广播电台讲*
<&# 我国诗歌在表现形式上!基于传统乐府的
'乐本位(来源!存在始终无法分割的音乐属性#
卢前认为!五四时期'一面采用现代的口语!一面
吸收外来的形式(创作的新体白话诗!不过改换
了作诗的语言工具...即把文言变成白话!而适
应时代需要的新诗体'决不是中国字写的外国
诗(%)近代中国文学讲话* ="&!属于民族的新诗
形式也不应仅拥有中国特色的'独立语(文字!更
需要'文字本身含有音乐的因素( %)抗战以来之
中国诗歌* 98&# 当时的学人既不能确立民族诗
歌应有的文体形式!又看不上生硬创造出的白话
诗'新体(!更囿于'新旧(文体二元对立的时代观
念的束缚而完全忽视了古典韵文中'乐府(的存
在# 卢前明确提出"'新的文体产出!不是我们随
时所可强辩的0112一种新文体产生!旧的文体
并不必消灭0112现在文人意欲以一种文体统
一其他文体!我以为不大合式的#(%)我对于文学
的信念* 9&

卢前还从音乐现状出发!指出"'目前的音乐

有三个缺点"%一&究研西洋音乐的!完全不顾中
国旧有的/%二&采择民间歌曲的!但求娱人耳目!
不论歌曲本身是如何的淫滥/%三&可歌的诗体!
没有人去注意!因此中国的音乐才衰弱到这步田
地#(%卢前!)乐理讲座"民族音乐%七月三十一日
在本台播讲&* 83&可是实际上!'曲的音乐到现
在还没有丧失!可以说唯一可以用中国歌唱方法
唱的诗(%)抗战以来之中国诗歌* 9$&# 所以!要
想传承与发展我国音乐!就需要'发扬散曲...
使我们中国音乐文学史上多留一点痕迹(!要在
'整理歌谣($继承与弘扬传统的同时!学习与借
鉴外国音乐以弥补$完善我国音乐的不足!但不能
因此'完全以他人的代替我们自家的(!而是要在
创作上做到'根据我们的乐教!在发扬我们民族
精神的条件之下!创造,新声-(# 不过!'新声的
产生!是要经过相当时间的酝酿!不能强求(!保
存民族音乐亦须'精于技巧的乐师!和深明乐律
的音乐家!要互相协助!向前推进!不要忘记我们
本是,有音乐的民族-!也不要忘记我们所最迫切
需要的是,我们民族的音乐-( %)乐理讲座"民族
音乐%七月三十一日在本台播讲&* 8=&#

由此可知!卢前立足于顺应时代浪潮又尊重
古典传统!主张既要学习借鉴西方音乐与文学的
长处!又要警惕这些舶来品对旧有韵文学的文体
形式上的冲击!还要防止民间小曲小调等俚歌俗
曲对古典'乐府(的侵袭而导致传统高雅趣味的
低俗化# 卢前曾对理想中的'民国诗(作过如此
的描述"

以活泼+生动之形式与格调"扬示我
民族特有的雍容博大之精神"为民主政
治时代之产物"发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之
呼声! 纵从历史观"上不同汉魏唐宋明
清之诗%横从地域观"并亦异诸英+法+
德+印度+波斯之诗! 于是"而有不蹈袭
古人+不规抚域外"堂堂正正卓异独立之
/民国诗0! #(民族诗歌论集) "<$$

卢前在散曲研究与创作过程中发现!'民国诗(的
文体特质在最晚出的乐府体'散曲(中体现得最
为充分与完备!',散曲-虽然是一种旧体!但不像
诗与词那样被前人写尽了!各方面都达到顶点(!
'要写我们这时代的事物!在旧体中只有,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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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宜(%卢前!)散曲作法%上&* <.8#&# 更难能
可贵的是!散曲适用白话写作!便于广大民众的阅
读与理解!也适宜将'个人(的诗推展成'大众(
的诗"

一"曲所用的词语与现代语接近!
二"曲能自由表现我们现代生活! 三"曲
的歌法未失传写成了还可唱! 四"曲的
性德宜于今日"一种开明的"活泼的新鲜
的气息适宜于民主的前进的今日! 无论
形式"方法和内容"还值得保留! 而且古
近体诗与词的途径被前人开辟无余"曲
还是我们未尽其利的园地"正好犁植耕
种并藉以为建立新诗体的基础! #(论
北曲中的豪语#下$) 第 ; 版$

卢前认为散曲最接近于'新诗的形式(!也有充分
的学理依据# 他在高度肯定诗$词$曲于音乐$历
史和纪实方面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进
一步证明了散曲与诗歌在体裁上同源而异制!确
立'散曲承诗词而后!为韵文之正宗( %)散曲史*
3&的观念# 在梳理$分析前人'曲观(后!卢前评
价说"'曲体产生在元代!是,词-以后的一种,新
诗体-(%)抗战以来之中国诗歌* 9$&!又因'小
令乃街坊小调!成文章者!乃指定曲而言# 由此可
知!乐府与叶儿雅俗刚刚相反(!故'乐府与俚歌
是相对待的!散曲的成功!是完全由俚歌进步到乐
府的事实(/'原来曲有诗歌之曲和戏曲之曲两
种!散曲就是拿做诗填词的方法去作曲的# 换言
之!以作诗填词的法则施之于曲!只有散曲可以做
到(%)曲海浮生* 88".883&# 总而言之!'有诗
歌之曲焉!有戏剧之曲焉# 散曲者上承诗词!为乐
府之宗传!元人之新诗体也!与戏曲迥异(%)卢前
文史论稿* <<&# 卢前按照古典'乐府(观念!将
散曲定义为'诗歌之曲(!以区别于俚歌和戏曲/
又用'诗(之标准来要求散曲创作!无疑是颇具识
见的价值判断# 在诗$词$曲的文体嬗变与演进过
程中!由散曲来承继诗歌也显得更为理所当然"
'以我国可以入乐之韵语!惟散曲# 而启辟之境
未穷!包罗广阔者!莫散曲若( %)民族诗歌论集*
38:&!'曲体是适宜于写爽快的$奔放的感情和情
绪# 曲所用的文字是最接近口语的!不像古体诗
近体诗或词那种选择雅驯的文字(%)抗战以来之

中国诗歌* 9$&!'在中国文学中!这是全民族的
文学!这里面有充分的新血液( %)论北曲中的豪
语%下&* 第 ; 版&#

综上所言!卢前认为民族诗歌应有的体裁和
形式大致有以下特征"如已普遍流传的'散曲(一
样!具有相对固定的格律体制$语言规则和风格追
求!其文本结构$叙述方式及所蕴含的意识形态$
审美趣味等更为通俗化$大众化!具备因应时代发
展变化而灵活多变的文体活力!彰显出与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 他进而呼吁
学人积极从事'散曲运动(!写作这种合乎时代需
要$表现社会意识$歌咏民族精神$保存百姓真实
生存状况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歌诗( %)廿七年来
我中华民族诗歌...民国廿七年十月十日及十九
日廿一日在中央广播电台讲* 8#&#

二! (民国曲)之创构与影响

不难看出!卢前对于民族诗歌的构建不仅是
出自理论层面上的探讨!更多则源自其具体的散
曲创作实践# 他一直努力突破传统散曲模式化后
某种程度的僵化$固化束缚!同时又不断提醒国人
对西方诗歌文化不必盲目崇拜$刻意效仿!并对民
国散曲加以顺应历史潮流的'声腔( %音乐性&和
'文字(%文学性&改革# 需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卢
前并非'进化说(或'退化说(之全然赞同者# 他
秉持的文学观念乃是'我之蜕化说("'文学古今!
一部分进!一部分退!进退互有其理# 盖文学之演
进!若蝉之蜕皮!若蚕之破茧!层出无穷!谓为有优
有劣$有进有退可!谓无优无劣$无进无退亦可#
0112进化退化!何必轩轾其间8 无已!名之曰
蜕化可耳#(%)卢前文史论稿* $;&他代表的其实
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现实立场# 卢前在 8<=9 年
曾这样总结自己多年来的'新诗(观念及其实践"

我是有志为诗坛创新体的人"对于
近二十年来那些诗人新题的尝试"我并
不感着兴趣! 只有与现代口语最接近的
散曲"我认为还可以试作%用现代的材
料"现代的思想"融入曲体"融入这可以
淋漓酣畅痛痛快快地说话的曲体! 我写
作近二十年了"我的经验是从学习元人"
学习明人走到向时代学习"向大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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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 我并不受曲体的束缚"至少我的
曲已是我的曲了! 我暂且放弃新诗体的
企图"我们在元曲"明曲之后来一个民国
曲! #(散曲该怎样学- ...答渌音问)
第 : 版$

从文体形式来看!散曲可谓古典韵文学的终
结体!由于通俗音乐灵活的旋律与节奏形式为文
本变化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空间/格律上!曲用韵三
声又可平仄通押!体式作法殆已达到了韵文体自
由灵活的极致# 无论小令还是套数!若减少或不
加衬字!亦可实现'诗言志(的达意效果/正字之
外多加衬字!注重骈散结合!又能形成'赋体物(
式的铺成叙事# 分解至内容$技巧和风格!散曲则
'%一&能抒情$叙事$写景!也能发议论# %二&能
写恋情!也能欢乐# %三&能雅能俗!也能纯能杂#
%四&亦庄亦谐( %卢前!)散曲作法%上&* 8"&#
在诗歌创作常用的三种方式'兴( '比(与'赋(
中!'古体诗近体诗采用第一式$第二式的多!词
采用第二式的多/三种方式并用的是曲特有的技
术!可以说曲是,综合的表现-的一种诗的形式(
%)抗战以来之中国诗歌* 99&# '因为曲体特有
这种 ,融合量-!与诗或词不同( %)散曲作法
%上&* 8#&!更富有贴合时代和生活的表现能力!
也成为奠定卢氏'散曲运动(中提倡'以这种无所
不包的体裁来写这伟大时代的形形色色(%)民族
诗歌论集* ":;&观念之基础# 可以认为!散曲文
体的各项条件均符合卢前一直寻觅的民族'新
诗(的要求!因而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时代新
声(的实际典范#

比之臻于严整$典雅的诗$词等文体形式!散
曲本就富含白话口语$俚词方言!所描写与表现的
内容$境界都更为现实化$世俗化!表现方法也更
直率而灵活!具有诗$词所少有的戏谑$悖逆的
'反传统(品质# 卢前既肯定'曲的取材$作风!和
表现的方法"与其他体制绝不相同(!'惟其本色!
才能各自表现/惟其流畅!才能自由歌唱/惟其响
亮!才能唱得普遍而悦耳(之独特性%)论北曲中
的豪语%上&* 第 ; 版&!又推崇'散曲的性德!比
较任何体裁!活泼!有生命!又利用口语(!'便随
手引用新的词语!在曲中也不觉得刺眼( %)散曲
作法%上&* <.8#&!跟广大民众和现代生活的距
离很近# 何况曲的性质是'直(!适于'把人们内

心里曲曲折折的情感和事体!用一种爽爽快快的
文字直达出来!使人一读就能了解(%)曲海浮生*
88#&# 曲的这种易于普通读者理解$表现手法灵
活多样的属性!完全符合卢氏反映时代精神!同时
发挥宣传作用的文学要求#

于是!卢前一方面强调把传统诗学中有关社
会功用$题材选择$写作手法等观念与方法妥善地
融入现代散曲创作实践中...'乔梦符论作曲
子!说一支曲要豹头!猪肚!凤尾# 我看一切文体
都应如此(!又说!'情深语挚!这便是一首好诗#
至于谋篇紧凑!铸句隽永!炼字的当是我们最要训
练的(!'概括地说一句!用美妙的字!在最适当地
方!组成音节自然!情意真挚!简练明白的诗句#
而且成为有次序有结构的篇章# 这便是我们写诗
的标准(%)怎样写成我们的诗* $<&# 除却作品
应保持的情绪$美感与品质之外!还应存有达到
'普世(程度的思想和境界!正如他在)抗战期中
征求诗歌之揭晓*中评价第一名获奖者诗歌时所
说的那样"'按此诗并不如其他诗稿!专述关于上
海之中日战争# 其所以能获得第一名者!因所采
格律及其诗之中心思想!皆为凡厌恶战争及屠杀
之人所共感者也#(%)抗战期中征求诗歌之揭晓*
98&这些观念不仅摆脱了散曲写作中的模式化倾
向!也打破了诗$词$曲之间作法的传统界限!如卢
氏早期以苏辛豪放词手法所作9双调+折桂令:
)朱仙镇谒越王祠%并序&*!便被其师吴梅评为
'曲中之稼轩( %江絜生 "<;&# 卢前用一生的时
间从事连续的$日记体式的散曲创作!灵活运用当
代口语$各地方言$文言韵语乃至西化词语入旧格
律!融汇新生事物$新兴观念和现代学术理论成新
内容与新格局!以富有现代色彩的意象及意境以
描绘新世界# 卢前散曲内出现的地名$植物$美
食$事件均确凿存在!其作品真实记录平头百姓的
日常生活$民俗风貌!也记载国际$国家间发生的
种种政治$社会类事件!完全具备了'化民成俗(
'以曲补史(之价值功用!并以富有个性化的创作
传达群体性的思想与情感!使散曲承担起诗歌一
样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方面的诸多作用#

另一方面!卢前既在理论上强调打谱$演唱的
重要性!也从时代音乐需求的实际出发!注重现实
中曲乐发展和改造的可能# 卢氏所作散曲皆可自
唱!也很喜欢将我国少数民族或其他国家的流行
歌曲翻作为散曲# 如他曾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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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后旗的四首民歌括入北曲!成9双调+落
梅风:)拟内蒙古伊岛两盟旗牧歌*二首!可以用
水磨腔歌唱/或将无名氏所作$传唱在军中的捷克
斯洛伐克歌曲译为两首小令9越调+凭阑人:)捷
克斯洛伐克军中歌*# 他还根据传唱于三陇%青
海$甘肃$宁夏&之间的'花儿词(小曲!创作成小
令9中吕+快活三:)花儿九章*/将新疆好友阿不
都拉梯敏用维吾尔文字写就的)上海篇*转述为
北套9般涉调+耍孩儿:!等等# 卢前还热衷于请
朋友用不同类型的音乐为自己的作品谱曲!方便
更多人了解和演唱!其9正宫+叨叨令: )秋夜偶
书!荫浏为订谱付歌者*便由杨荫浏据工尺谱六
字调!改写成现代歌曲简谱!散曲内容即为歌词!
名曰)凯歌声里*# 他发表在)河南大学周刊*上
的散曲9北仙吕+寄生草:)韩信点将台上作*!后
有编者注云"'此曲冀野先生南归途中所作!闻由
本大学国乐指导吴南青先生制谱!行将传唱旗亭
矣#(%河南大学群育委员会编辑组 :&

可以说!卢前鼓吹的'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用
旧技巧写出新意境!拿诗来发扬我民族精神(
%)民族诗歌论集* "::&之新时代散曲创作!使得
本已走上'案头化( '诗词化(道路的民国散曲因
此朝着'实用性( '大众化(的方向嬗变# 由于卢
氏'诗歌之散曲(理论完美契合了'诗歌的民族形
式(的所有要求!其创作的散曲也流传甚广!在当
时的文坛上影响很大# 因而在他不遗余力向学术
界推广散曲$兴办)民族诗坛*)中华乐府*等相关
旧体文学刊物为散曲实践提供平台诸举措下!于
右任$夏仁虎$张镜明$许崇灏$沈尹默$任中敏$孙
为霆$宗志黄$范雪筠等诸多社会名达$文人学者
纷纷呼应!主动使用散曲跟他应和交流!或选择通
过散曲记录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大事小情!不断创
作出反映时代需求$便于大众欣赏的'民国曲(#
百余位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关注政治问题的散曲
作者的加入!广泛地把近代口语$家乡方言带入散
曲创作之中!使得更多时事风云$市井生活实景融
进新的作品!不但符合散曲文体固有的鲜活气质!
也顺应了当时俗文学理念下的文艺'大众化(需
求# 而在这场深入戏剧$小说$诗歌等各个文体领
域的'民族形式(论争中!卢前恰似一个'传统(与
'现代($'理论(和'创作(间的平衡者# 他强调
文学的思想性$功能性!又不肯放弃对其音乐性$
艺术性的追求/选择散曲而不是时调$民歌等其他

通俗形式构建民族'新诗体(!既抱有知识分子
'拒绝庸俗化(的审美追求!又有不懈探寻最符合
时代和现实需要的诗歌形式之企望# 民国散曲也
在理论$创作两个方面!担当起探索文学'民族
化(实践的重要使命#

三! 散曲实践及其民族性表现

在民国%8<8".8<=< 年&期间!有近二百位学
人$文士从事小令和套数的写作# 这些题材广泛$
风格杂糅的纪实性作品!充分保存了一个时代的
声韵词汇$历史事件及民俗风情!极为真实地反映
出动荡时代下的政治风云$军事斗争$人民命运和
国家前途!凸显出一种实事求是$平等客观的现实
精神和理性境界# 民国散曲也通过数目庞大$众
体兼备的创作实践!跟人民群众的生活日常$救亡
图存的时代命题$忧国忧民的政治怀抱紧密结合!
呈现了国际事件$海外知识的本土化$民众化$普
遍化!为旧体韵文学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革命意
识$民族情绪与美学要素!从内容$语言$思想$社
会功用各个方面表现出民族化特征及现代性

品格#
民国散曲的'民族性(首先表现在内容方面#

不少作品直接取材于民众的日常生活$风土民情
和社会新闻!表现出特定时期民间社会的市井万
象# 如寄恨9黄莺儿: )醒嫖曲*揭露了各种烟花
柳巷骗人的路数!9驻云飞: )拟缪莲仙嫖赌吃着
四戒*提倡戒掉吃穿嫖赌恶习!有警醒世人的意
味# 谈善吾的9黄莺儿:)咏判罚纵妓拉客案*)上
海花会之风近称盛行!潮州人颇遭訾议!乃潮州会
馆会议取缔# 诚盛举也!作此美之*)咏苏州民警
冲突事*诸小令!就身边新鲜时事进行叙述$议
论!颇多俗趣!反映了民初社会状况和民众生活的
诸多细节# 吴承烜的套数9南吕:)叹张勋*!则对
这位辫子将军逆历史潮流而动!最终失败的丑态
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无情嘲讽/对于在推翻了清王
朝封建专制后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吴承烜也表现
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对未来国际形势的担忧"'坐
高高舵楼!坐高高舵楼# 谁为牛后!谁为争食鸡儿
口# 这共和两字!这共和两字# 天地杞人忧!风雨
江神走# 怕分瓜剖豆!怕分瓜剖豆# 欧洲亚洲!能
有几邦交我厚#( %8"&卢前散曲保存了南京$上
海$成都$开封$重庆$新疆$桂林等地的风物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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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俗语$美食佳肴和诸多民间技艺!记录下'七
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德安大捷$长沙会战$昆
仑关激战$'六六(血战$花园口$三刘呰$来同呰
诸多战役实况!以及由官场黑暗与战火频仍所导
致的市场垄断$物价飞涨$文化凋敝$民生潦倒等
等社会现象# 同为吴梅弟子的孙为霆亲历 8<=#
年日机连袭重庆!记录下当时惨绝人寰的情状!
'烧炸之烈!惊心惨目(!'呼呜呜屋瓦飞!哗剌剌
墙砖倒# 乱纷纷要逃怎逃0112万众愮愮!万口
嘈嘈# 觅妻儿奔走仓皇!检骸骨匍匐号啕0112
血模糊的断臂!斜挂在绿杨梢( %孙为霆 9:.
9<&!以及其'东归(后所见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
艰辛世情"'为微利又逐蝇头!柴米艰难使人愁#
盼着谁能济急!逼得我不知羞#(%$$&这种紧扣时
代$真实记载社会现实的创作方式!使得民国散曲
重新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发挥出无可替代的文
学$社会及历史价值#

其次!在语言方面!民国散曲不但使用现代口
语$方言俗语!还有西方外来语!真实保存了当时
的用语习惯$声韵词汇!记录下当时散曲语言变革
的情状# 像卢前9越调天净沙:)乡味三忆*中的瓢
儿菜%南方方言中的一种青菜&$莱菔%南京地产的
杨花萝卜&$板鸭/9仙吕+寄生草:)己巳除夕*里
的'桃线儿%南京方言!指南京春节家家户户所贴
的一种用红纸制作$比春联更加普遍的民间剪
贴&(/9南吕+阅金经: )酒家写真*的四川特产
'棒棒鸡(和四川方言'圈圈帽( '肚儿皮(/9越调
+天净沙:)龢庐听贾瞽者唱道情*所述成都任第
巷贾树三演唱苏李河梁之词的'渔阳简鼓(表演/
从日寇占领南京后流亡途中搭船'过壩(%内地交
通术语&!并根据拉绳工人们相和的歌声谱成小令
9双调+枳郎儿:)凤皇颈绞船*!都极有特色# 他
在讽刺发国难财的贪官巨贾之奢靡生活所作9南
仙吕入双调:)孔犹圆先生之一日*中写道"

4醉扶归5也不过出家门摩托开流
线"也不过到银行支票写美元! 坐的是
弹簧纱发衬丝绵"穿的是勃绒便服垂金
链! 也不过席蒙思的床榻供安眠"也不
过可罗迷的器具铺绸垫! 4皂罗袍5说
饮食都非上选"不过是海参"鱼翅鸡脯虾
丸! 偶然几盒炮台烟"偶然几盏蒲桃泛!
偶然有咖啡"水果布丁一盘! 晨餐是一

汤两蛋"生炒熟煎! 在筳前摆列无多碗!
4好姐姐5闷来时"游方城几圈"倦来时
看影场新片! 约二三舞伴"狐步走翩翩!
疾如电"叹世间享乐寻难遍"已梦梦昏昏
过一天! #卢前 8:$$

将民国时代权贵阶层奢靡而空虚的生活暴露无

遗# 其哀悼'圣雄甘地(的套数9正宫+端正好:
所用到的语言$典故$意象更体现出明显的新旧交
织特征!如曲中用到诸如'泰戈尔('恒河(等人名
地理名词与'印度教('回教(等域外宗教术语!既
有'瘦岩岩(一类元代散曲的常用词组!也出现了
'拍拉西%5-.'I&(这种由英译词'溅$泼(引申出
'沾染$遇见(的新意# 卢前在9北仙吕+一半儿:
中将英文的'O*'(译作'焉斯($将'+%(译作'努(
等!都体现出散曲文体对外来词汇的包容程度#
而作为一种用来歌唱的曲辞!'自然( '俊语( '机
趣(等!本为散曲语言风格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
些新兴词汇在民国曲中的应用!非但没有产生违
和感!反倒突出了其'俗( '白( '活( '新(的风格
特色和大众趣味!一再用事实证明散曲确实拥有
与时俱进的文体优势#

再次!在思想方面!民国散曲不仅体现出中华
民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精神风貌!更闪烁着自
由平等意识与人性人道的光辉# 民国时期不仅出
现了更多创作散曲的女性作家!散曲中也塑造了
众多独立于时代风云中的女性形象!展示了不同
以往的女性意志# 金长瑛在恋爱中被男方猜忌!
即能洒脱地主动分手!'谢却驽鸯债!摧残锦绣
花(%";&/范雪筠为前线将士制作寒衣!也有个人
的情感波动!'秋深秀阁夜熏迟!念否沙场苦战
时!霜雪全凭血肉支# 赠寒衣!一半儿为公一半儿
己( %;9&# 范雪筠在躲避空袭时还不忘带一本
)民族诗坛*阅读!归途'幸平安!人人归去!争折
桂枝丹(%9$&!与沈尹默'防空有洞莫相惊!困饿
却无情# 若能坐睡兼携饼!可以历昏明# 行!无事
过平平(%第 < 版&有异曲同工之妙# 许多男性散
曲作者对时代新女性也表达出了尊重和敬意!他
们笔下的女子已经被视为鲜活的$平等交往的对
象!不再是传统视角下用来观赏和亵玩的泛化符
号# 陈栩$卢前散曲中都记录了大量有才华的女
性曲家!于右任更赞扬从前线归来的雯卿女士为
'自由小姐!新诗走遍中华( %于右任!)题雯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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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4前线归来手册5* "3&# 另外!许多民国散曲
作者怀揣对世道人生的深刻体悟和忧国忧民的淑

世情怀!以贴近人民群众生活和审美趣味的方式
写作# '咏史(主题在嘲古的同时!也不忘借古讽
今# 如宗志黄讽刺贪官!'看他费尽心思# 朝为
官资!暮为家私# 干闹了多时!才有个完时# 咳!
两脚伸# 棺材里带不去一毫半丝!讣闻上多写句
废话虚辞# 你就是不称心儿!也没得法儿!将就些
儿(/评价诸葛亮出)祁山*'鼎足三分势早成# 知
情!那祁山六出总虚争# 呀!那祁山六出总虚争#
咳!多害了许多百姓(等%$&# 他们不仅重视民生
问题!还切实关注到广大民众辛苦劳作的不易!记
录船娘'玉臂青篙小折磨!撑到雷塘路又多( %任
中敏 83<&之工作艰辛/记录'渔翁四时心自忖!
那一刻容安顿# 花开风信频!雨涨涛声狠!总不似
钓寒江一竿儿拿得稳( %汪东 "3&$舆夫'上坡下
坡忙甚的!整日无休息# 直恁铁肩头!担得千斤
力# 看篮舆一停抬又起( %卢前!)饮虹乐府笺注
+小令* 8;"&的艰辛不易# 农民们每日劳作挥
汗如雨!还要靠天吃饭"'人间一饭更艰难!旱旱
旱(%3=9&!但他们却照旧坚强而乐观"'青山茅屋
度昏朝!喜平时耕勤饭饱(# %范雪筠 9$&这些站
在平等立场上描绘和赞美劳动人民朴实$坚韧$勤
劳$善良的作品!早已突破了传统'山林归隐('渔
樵闲话(类题材的藩篱!展现出了新时代的人文
精神与意境格局#

最后!在社会功用方面!民国散曲表达了全民
抗战$保家卫国的时代主题!反映了中华民族的
'时代觉醒(!具备激发$鼓舞国民精神的宣传功
效!也发挥出经世致用的社会价值# 如邵力子
9双调+拨不断:曲写道!'战经年!志弥坚# 长期
苦斗争全面!黄埔精神不瓦全!后方努力同前线!
河山重建(%;"&/李翘慷慨陈词!'眼中锦绣江山!
都用血膏洗染!今年大事从头干!还是堂堂抗战(
%;:&/吴心恒抒发作为空军的壮怀激烈!'看鹰
扬!长空万里任翱翔# 凌云浩气山河壮# 巧制机
航!好男儿手段强# 全凭仗!功在班输上# 愿中华
金汤永固!永固金汤(%9$&# 于右任9南商调+黄
莺儿:)书示冀野庚由*曲!则以长者的身份鼓舞$
激励晚辈"'铁板唤谁来!祝词坛起霸才# 献身报
国不负这全时代# 酸斋苦斋!甜斋丑斋!那贤豪个
个真灵在8 有吾侪!中华民族!文运定新开8(
%)书示冀野庚由* :<&那些承担起新闻功能的

'报章体(散曲!则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更能准确
反映出社会实况!更具有感发人心$激励斗志的政
治功效!更能发挥出振奋爱国热情$重塑国民精神
的实际作用# 像于右任9双调+殿前欢:)题全面
抗战画史*"'噪昏鸦!中原满地逞胡笳!沿江各口
窥胡马# 切莫嗟呀8 看神州放异花!一战收功也8
把血史争图画# 更高呼"中华万岁!万岁中华8(
%)题全面抗战画史* =$.=9&将全面抗战的血泪
历史比作一幅饱含民族精神的绚烂图画!全篇气
势磅礴$大义凛然$轰轰烈烈!有高歌不畏强暴的
'国魂(之意# 他的另一首9中吕+山坡羊:)神圣
战争*亦云"'忧愁风雨!迷离云树# 流亡不尽艰
难路# 寇何如3 寇何如3 中原春色还如故# 神圣
战争当共负8 兴!天定助# 亡!人自取#( %)神圣
战争* :<&从百姓流亡的苦难入手!以宣扬全民
族抗战责任为核心!认定中国人民的这场反侵略
战争必将胜利# '神圣战争当共负(也是于氏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诠释# 而像9双调+拨不
断:)祝民国二十八年*'告同胞!都知道# 今年战
事应全好!入寇胡儿马不骄!中兴祖国天方晓# 反
攻时到( '信今年!异往年# 今年国运应全转!运
转人人唱凯旋!凯旋世世无边患# 但无忘国家多
难(两首%)祝民国二十八年* 93&!便带有于右任
凭借自己的眼光与经验对 8<3< 年时局的分析判
断!他怀着急迫的心情!想将这个'我军即将进入
反攻战(的好消息传达给广大民众# 还有于右任
8<=$ 年发表的)闻日本乞降作付中华乐府*!用十
首小令描绘出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全国人民的欢腾

场面与激动心情!为民族解放战争吟唱!歌颂真理
与自由!给民国散曲注入了时代新思想$新生命#

综上所述!民国散曲从散曲观念与创作实践
两个方面!鲜明地体现出卢前对于'民族新诗(的
构想# 抗战散曲强烈的现实性$激昂的革命斗志$
饱满的民族精神及对深重苦难的担当!也对 "# 世
纪上半叶关于'诗歌民族形式(之讨论作出了圆
满的回应# 散曲本是继诗$词之后中国古代的又
一诗歌体式!并凭借白话语的运用$'豪放(的精
神内核$自然通俗的本色当行及大众化的审美追
求!自民国白话运动$新诗运动$国语运动$歌谣运
动等对诗歌文字内容$精神传统进行的全面改造
中脱颖而出!成为适合表现新时代文艺需求的韵
体形式# 民国散曲'协于韵律(的音乐性!对民族
气质$风貌的发挥!亦持续为民族诗歌注入新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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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曲(与民族新诗之构建

内在生命活力/关注现实的政治$道德意识!主
'情(又充满客观理智$积极真诚的新时期人生态
度!则完整构建起新一代的民族新诗精神#

余!论

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界关于'新诗(的
概念界定!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指
使用新语言$表达新思想的旧体韵文学!一是指废
除几千年来传统韵体形式的新体白话诗# 前者倾
向于改造与利用旧体!而后者志在创造新体# 在
今天看来!'新旧(其实跟'雅俗(一样!是伴随时
移世易而在内涵与外延上不断发生变化的相对性

概念!其建构标准也莫衷一是# 长久以来!学界存
在旧体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之后逐渐'衰亡(等说
法!但不是指某种旧文体的停止更新或完全消失!
而更多地意味着它们不再被主流学术所关注!导
致自身话语权的旁落# 如同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
视民国时期旧体'新诗(发展历程!便可发现诸多
传统的文体形式始终与新文学多元并存!共同构
建了民国文学的整体风貌# 旧体文学的创作成就
实在不该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叙述中被遮蔽$被曲
解$被全盘否定# 至于民国散曲!大量实践已证明
其文体上的'旧(特征跟新时代精神的表达并非
扞格不入# 在构建民族化$大众化的诗体演进过
程中!它的价值与意义也足以使之有资格在近现
代中国文学史中获得一席之地#

注释#@#)*&$

! 指以谭嗣同$黄遵宪$丘逢甲为代表!运用新名词写作
旧体诗的派别!思想在守旧与革命两派之间!属于维新而
没能从内容和意境上有所改变的诗派!跟陈散原$郑孝胥
代表的'同光体(骈立!见卢前)民国以来我民族诗歌*中
的分类#

" 最初是由胡适$康白情$俞平伯等人改换语言写作的白
话诗!后来徐玉诺$冰心$徐志摩$闻一多$梁宗岱$朱湘等
人为了变更诗歌形式开始模仿散文$日本俳句$西洋诗体
创作!又称为新体诗!被卢前用'新体白话诗(统一概括!

认为'学衡派(与其主张相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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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o'sC*')(%+'W_ *#+-.()A(')2 E#=," [C+*
8<=9 :̀Wc

...")论北曲中豪语%上&*!)和平日报*8<=9 年 9 月 ;
日第 ; 版#

a W]i+ )I*B*,%(4@.+1C.1*'(+ U%,)I*,+ b/A5%*),O
f7.,)"gW_?#(&#A(')2; [C+*8<=9 ;̀Wc

...")怎样写成我们的诗*!)中学生* =%8<3#&"$3.9##
a W]B%D)%L,()*iC,7%*),OW_F'>>)#$&"%%)$-/>#+-,=

f8<3#g̀$3 9#Wc

...")抗战期中征求诗歌之揭晓*! )民族诗坛* 8
%8<3;&"98.9=#

a W]H.--(+1S%,7%*),OL%,Y'2C,(+1)I*G*4%+2 G(+%A
[.5.+*'*L.,W_E(-'%+()?%#-.28f8<=#g̀98 9=Wc

...")饮虹乐府笺注+套曲*!卢偓笺注# 扬州"广陵书
社!"#88 年#

a W;++%-(-#> 7%*),O%S@C s(.+ ;̀sCOC%#-.2*2&)#W?2W
@C L%W d.+10I%C` EC.+1-(+1 7C&-('I(+1 B%C'*\
"#88Wc!

...")饮虹乐府笺注+小令*!卢偓笺注# 扬州"广陵书
社!"##< 年#

a W;++%-(-#> 7%*),O%S@C s(.+`$"%.-b/A5%*),OW?2W
@C L%W d.+10I%C` EC.+1-(+1 7C&-('I(+1 B%C'*\
"##<Wc!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8<3;&"=.3:#
aJ.%\b*2%+1W]i+ )I*U*DG).1*W_H'Q#.(-'%+ $:f8<3;g̀

= 3:Wc

欧阳天岚")诗的民族形式我见*!)前线日报*8<=8 年 "
月 "9 日第 : 版#

aiCO.+1\X(.+-.+W]JOi5(+(%+ %+ )I*U.)(%+.-/%,6 %S
7%*),OW_4.%+-)'+#A(')2"9 /*&,C.,O8<=8 :̀Wc

'诗底民族形式集体论(栏目版头!)前线日报*8<=8 年 "
月 "9 日第 : 版#

a]7,*S.4*)%lH%--*4)(N*Q('4C''(%+'%+ )I*U.)(%+.-/%,6%S
7%*),OmW_4.%+-)'+#A(')2"9 /*&,C.,O8<=8 :̀Wc

任中敏"9扬州+一半儿: )船娘*!徐建中$杨栋辑考'感
红室曲存(!)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3
%8<<=&"839.8="#

aZ*+\bI%+16(+W]T%.)E(,-f)%)I*XC+*%Sd.+10I%C
d(&.+o*,gW_]H%--*4)*2 b/A5%*),OS,%6 )I*E.+I%+1
G)C2(%W_?2WeC [(.+0I%+1.+2 d.+1Q%+1WB%/.+()%0
](+8_"%/ E%.5()R+'D#.,'-2S$%&'()$&'#+&#,7>'-'%+T3
f8<<=g̀839 8="Wc

邵力子"9双调+拨不断:)祝黄埔季刊廿八年一月创刊*!
)民族诗坛*"W=%8<3<&";3#

aGI.%\@(0(W]H*-*&,.)(+1)I*/%C+2(+1%S3/(+8C/ b/(.-#.)2
(+ [.+C.,O 8<3< f)% )I* XC+* %S GIC.+12(.%
GIC.+12(.%gW_E(-'%+()?%#-.2"W=f8<3<g̀;3Wc

沈尹默"9仙吕+遊四门: )海秋携饼入防空洞!公武因以
饼字属作游四门小令!为戏成之*!)中央日报+泱
泱*8<=9 年 8# 月 " 日第 < 版#

aGI*+\d(+6%W]B.(j(C H.,,(*'H.Y*'(+)%)I*R(,Z.(2
GI*-)*,f)%)I*XC+*%Se(.+-z d%C'(6*+gW_*#+-.()
A(')2E#=," i4)%&*,8<=9 <̀Wc

孙为霆"9双调: )巴山哀*! )民族诗坛* =W8 %8<=#&"
9:.9<#

aGC+\L*()(+1W]E,(*S(+ J%C+)T.'I.+ f)%)I*XC+*%S

+8<#+



'民国曲(与民族新诗之构建

$"/(+8>'(%TKeE(-'%+()?%#-.2=W8f8<=#g̀9: 9<Wc
...")壶春乐府*!西安"陕西师范大学!8<9= 年#
a W*%))#&-#> ?%#-.2%0$/+ M#'-'+8We(m.+`GI..+M(

U%,6.->+(N*,'()O\8<9=Wc
涂世恩")建立民族精神诗歌刍议*!)三民主义文艺季刊*

8%8<="&""=.";#
aXC\GI(*+W]i+ )I*?').&-('I6*+)%S7%*),OD()I U.)(%+.-

G5(,()W_b/(.-#.)2F(8(_'+#%0H'-#.(-/.#(+> ;.-/+>#.
!".##?#%C)#@,?.'+&'C)#,8f8<="g̀"= ";Wc

汪东"9双调+清江引: )寒江独钓*! )中华乐府* 8W=
%8<=$&""3#

aL.+1\Q%+1W]/('I(+1R-%+*&O)I*H%-2 Z(N*,f)%)I*
XC+*%SGIC.+12(.%s(+1̂(.+1O(+gW_*"'+#,#1"25#,
8W=f8<=$g̀"3Wc

王亚平")创造诗歌的民族形式"新诗辨草之十七*!)学习
生活*3W"%8<="&"8#$.8#9#

aL.+1\d.5(+1W]H,*.)(+1)I*U.)(%+.-/%,6 %S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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