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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叶”成员到“脱颖而出”

——1979—1993 年穆旦诗歌接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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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新诗史上的经典诗人，穆旦在新时期被“重新发现”的现象与时代语境的变迁紧密相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政治因素、传统诗歌观念、读者接受理念等多重因素的囿限之下，穆旦诗歌的个

体性与现代性价值遭到抑制和遮蔽，穆旦诗歌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艰难性。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以来，随着文学语境的变换与文学研究观念的转型，穆旦现代主义诗歌的价值和地位逐渐得到学界的

接受与认可，其本人也从“九叶派”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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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 Member of Nine-Leaf School of Poetry to an Outstanding Poet: Reception 
History of Mu Dan’s Poetry from 1979 to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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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classic poe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ew poetry, the phenomenon of Mu Dan’s reappearance in 
the new era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of the context of times. In the early 1980s,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political factor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poetry and the acceptance concepts of readers, as well as other factors, 
the value of individuality and modernity of Mu Dan’s poetry was restrained and obscure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Mu Dan’s poetry presented a certain difficulty. Since the middle and late 1980s, with the changes of 
literary contex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concept, the value and status of Mu Dan’s modernist poetry 
have been recognized and received by the literary circle. Mu Dan has also stood out from the Nine-leaf School of 
Poetry and become an outstanding poe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Keywords：Mu Dan’s  Poetry; Nine-leaf School of Poetry; new era;  reception of poetry; individuality;  
modernity



125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时代语境呈现出鲜明的过

渡性特征。一方面，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启蒙

主义与人道主义文学精神的恢复、文学研究的自

主性与审美转向、现代派文学的大量评介、生产

传播体制的相对宽松等综合因素，使穆旦研究进

入建设性阶段；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学并未完

全摆脱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政治性范式与现实

主义批评形态仍旧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占据一定位

置，这给穆旦诗歌的再发掘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穆旦诗歌的建构过程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语境

下艰难前进的。本文以 1979 年穆旦名字首次出现

在大陆文学场域中为起点，至 1986 年《穆旦诗选》

的出版和其个人话语权的取得为第一阶段，从“个

体出场的艰难”与“群体传播的优劣”两个层面

对这一阶段进行考察；将 1980 年代中后期至 1994
年“大师事件”出现之前视为第二阶段，关注穆

旦诗歌个体价值在此一时期被发掘的过程。

一 穆旦个体出场的艰难性

 “名不正则言不顺”，针对建国后穆旦本人

的污名化历史状况，新时期初期穆旦研究面临的

重要任务就是形象建构和翻案问题。穆旦虽已于

1979 年被平反，历史问题也在 1981 年得到彻底解

决，但是穆旦的政治身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仍遭

受质疑；同时，穆旦的长期隐匿、诗人身份与译

者身份的分离，也使得穆旦在一般读者和评论家

眼中仍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话题。因此，扫除历史

障碍，恢复其诗人、翻译家的本来面目对穆旦研

究就显得尤为重要。1979 年，杜运燮和郭保卫怀

念穆旦的文章在香港《新晚报》刊发。这些诗友

的“率先发声”对这一时期的穆旦研究起到了填

补空白的重要作用。这些诗友主要围绕着穆旦的

爱国主义精神、文学成就和高尚人格等方面进行

形象建构的。如杜运燮在《怀穆旦》一文中从穆

旦的翻译谈起，赞颂穆旦以翻译为人民创造精神

财富、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行为，强调其诗

歌所表现的是中国的现实和民族精神，是为了中

国新诗的发展而做出的探索，赞颂穆旦“无愧是

个真诚的爱国者，勤劳的文艺耕耘者……穆旦过

早地离开了我们，是中国诗坛、中国翻译界的一

个损失 !”[1]1981 年，樊帆（郭保卫）发表《忆穆

旦晚年二三事》一文，追忆穆旦的人生经历、诗

歌主张、创作风格、诗歌翻译成就，指出穆旦是

“我国诗坛和翻译界……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和

翻译家……璀璨夜空里放射着独特光辉的一颗”[2]，

并对穆旦热爱祖国、关心青年成长、为民族文化

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的主体精神境界予以高度评

价。同时，这一时期穆旦译著出版时由亲友补作

的序言或后记也具有类似的建构功能，一些同辈

人的回忆类文章中对穆旦的提及也在无形中丰富

了穆旦形象的多元构成。1985 年北京语言学院编

写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 3 分册）》出版，

对穆旦作出现代诗人与文学翻译家的定位，对穆

旦自 1930 年代以来的创作历程与成就进行追溯，

其功能类似于诗人的小传。“这些‘传略’和‘辞

典’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让作家平反亮相的作用，

而且及时为教学研究提供了非常短缺的资料”[3]，

在其作用之下，穆旦逐渐被公众社会所接纳，为

普通读者所了解。

在 1986 年《穆旦诗选》出版之前，穆旦诗歌

主要是通过选本传播的方式进入当代文学场域中

的。1979—1985 年穆旦各时期的诗歌作品开始被

不同类型、不同传播范围的文学选本收录，穆旦

诗歌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消隐之后，又重新进入

当代读者的接受视域中。1979 年《中国现代文学

史参考资料·新诗选》第三册选入穆旦的《洗衣妇》

《春天和蜜蜂》《诗八首》《出发》等篇什，这

是建国以来大陆新诗选本对穆旦诗歌的首次收录，

这一选录行为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功效。1984 年

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在

编选过程中注重现代文学史的流派与风格的多样

性和文学史的本来面目，并将穆旦的《春》选入

其中。这一选录行为呈现出新时期选家文学史观

念的逐步更新，反映了穆旦文学史地位的变动情

况。同时，在一些非专业类的选本中，穆旦诗歌

也开始受到青睐。如《春天和蜂蜜》《诗八首》

被选入《中国现代爱情诗选》《爱情诗选·恋歌》

等爱情类诗歌选本中。《云》《农民兵》《手》《赞

美》《出发》《幻想的乘客》等被一些时代性较

强的诗选如《黎明的呼唤》和《中国四十年代诗选》

等收录。此外，穆旦 1940 年代诗歌作品中也有少

量被选入香港和海外出版的新诗选本。值得注意

的是，相较于穆旦 1940 年代诗歌的传播力度而言，

穆旦 1950 年代的诗歌作品由于受到诗歌观念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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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离等的限制，传播速度相对滞缓。穆旦 20 世

纪 50 年代诗歌作品在新时期初期的传播较为匮乏，

仅见于聂华苓所编译的《百花齐放文集》第二卷。

总之，这一阶段的选本传播对于“打开局面”和

提升穆旦的知名度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

也存在一些弊端，如由于受到时代环境、选家观

念等的囿限，这一时期穆旦诗歌入选的类型较为

单一，多集中于现实性较强或较为通俗易懂的诗

篇，且入选数量较少。除了《九叶集》和《八叶集》

对穆旦诗歌进行了较大比重的收录之外，其余选

本大都是不超过 5 首的零星收录。这表明，穆旦

诗歌在这一时期仍未受到选家的充分关注和重视，

许多重要作品未被发掘出来，呈现穆旦诗歌原貌

的工作还有待于穆旦个人选集或诗集的集中收录。

在大陆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穆旦名字最早出

现于 1979 年谢冕的《和新中国一起歌唱——建国

三十年诗歌创作的简单回顾》一文中，但文章仅

在列举 1957 年在《诗刊》发表作品的作者行列时

提及穆旦名字，而对其作品和被批判情况一概不

提。其后，1980 年冯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

上册、郭志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下册、

1984 年河南大学中文系等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

史简编》中都延续了这种叙述方法。1983 年张炯

和邾熔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讲稿》中指出：“原

来在国统区的诗人中，有两部分人后来的遭遇值

得注意，一部分是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事件

中被错误处置而中断了诗歌创作的诗人……另一

部分是活跃于四十年代、受西方现代诗风影响较

大的进步诗人，即辛笛、穆旦、唐湜……”[4] 其

可谓对历史真实面貌的较早还原。在新诗史叙述

方面，1980 年艾青的《中国新诗 60 年》是较早的

具有新诗史意义的总结性文章，该文章在第五部

分结尾处用近百字的篇幅指出：“在上海，以《诗

创造》与《中国新诗》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

生苦于思索的诗人……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

义传统，采取了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划了

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5] 这一历史

回顾对于包括穆旦在内的“中国新诗派”诗人的

文学史定位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与影响力。随后，

1981 年孙玉石的《新诗流派发展的历史启示——

< 中国现代诗歌流派导论 >》一文也提及到穆旦等

人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历史存在。总之，这一时期，

在文学史观念与政治理念等的限制之下，穆旦的

个体性仍遭受压抑和遮蔽，穆旦的文学史位置仍

然相对微弱。

这一时期针对穆旦个体研究的文章（怀念类文

章除外）仅有 4 篇，其中一篇是对穆旦译诗的推

介性文章，即周珏良 1981 年发表于《读书》杂志

的《读查译本 < 唐璜 >》；另有 3 篇是对穆旦诗歌

的赏析性文章，即 1983 年林真在香港《文汇报》

上发表的《曾使我激动和哭泣——读穆旦的诗集》

和《穆旦诗作的特色》（上、下）。这些微弱的“发

声”基本未能引起相应的回响，穆旦以个体身份

在新时期初期的当代文学场域中的传播效度仍是

非常有限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穆旦研究

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即是与“九叶”研究的杂糅。

二 “九叶”视角的庇护与遮蔽

作为长期被湮没、如今“花开二度”的诗人群

体，“九叶派”在新时期一经“出土”即展露出

熠熠光彩，散发出巨大的生命魅力，成为新诗界

的热门研究对象，激发出学者的探究欲望与言说

热情，“以此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专著的出版在质

量和数量上都迅速超越了其他诗歌流派的关注。”[6]

作为建国后出版的第一个新诗流派选集，1981 年

《九叶集》的出版在当时引起较大的反响，香港

及大陆的一些期刊杂志曾专门开辟“九叶新绿”

的研究专栏或特辑，《人民日报》《文学评论》《中

国青年报》《读书》等权威报刊杂志也相继刊出

了相关研究文章或推介广告。在对流派整体的研

究过程中，穆旦及其诗歌获得了来自读者大众、

评论家的“注意力”资源，并扩大了社会影响；

但是由于时代语境的过渡性、文学研究范式的因

袭等原因，穆旦在这一时期仅被认证为“九叶”

诗人中的普通一员，其个体性仍然未受到充分重

视。可以说，这一时段的“九叶”研究视角既参

与建构了穆旦诗歌出场的合法性，又对穆旦诗歌

个体价值的发掘造成了一定遮蔽。

一方面，“九叶派”的整体研究视角对 20 世

纪 80 年代初穆旦的传播和回归起到相当程度的保

护和促进作用。1980 年代初，文学研究尚未完全

摆脱意识形态和阶级话语的控制，作家的政治身

份和作品的思想倾向仍是研究中的决定性因素，

穆旦长期的“历史反革命”身份和另类的诗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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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所造成的接受障碍，使其在文学场域中的回归

尤为艰难。在这一背景下，《九叶集》的出版和

“九叶派”的集体亮相无疑为穆旦的“再现”提

供了有效途径。“九叶派”曾长期遭受政治偏见，

被认为是与“新月派”“现代派”等类似的“逆流”

诗群，因此在积极争取合法性和“政治翻身”的

诉求下，“九叶诗派”在新时期一出场就带有强

烈的自我塑造意识。研究者们首先打出“政治进步”

和“现实主义”的两面旗帜，对整个诗派做出爱

国性与人民性的定位，并将其与西方现代派诗歌

严格划清界限。多数评论家也都在这一总体框架

和理念中去评介穆旦诗歌，他们或对穆旦诗歌中

的进步因素进行发掘和推广，或对其诗歌进行“无

伤大雅”的批评，这使得穆旦诗歌在总体的肯定

性评价中被合法化。此一阶段，穆旦基本被形塑

为具有明确的爱国政治立场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进

步诗人，《赞美》《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也成

为被频繁引证的作品。如袁可嘉在《< 九叶集 > 序》

中将“九叶诗派”率先界定为“有爱国心和正义感，

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他在论述“九叶派”

诗歌反映现实、渴望光明的思想倾向时，专门以

穆旦《赞美》作为例证，称赞其将赞歌升华为“带

血的歌” [7]，可谓为穆旦戴上了一顶“政治正确”

的“帽子”。严迪昌的《他们歌吟在光明与黑暗

交替时——读 < 九叶集 >》将“九叶诗人”指认为

“四十年代进步的，与时代同进的一些国统区的

爱国知识分子”[8]，对该诗派做出了鲜明的现实主

义倾向的定位，并特别褒扬穆旦对人民深沉的爱、

崇高的礼赞和为民族复兴而献身的精神。楼肇明

在《一个蓝色的不沉的湖泊》中也强调“穆旦一

开始就自觉地把民族的苦难和个人的苦难结合起

来……他焦灼地挣扎着和坚忍地摸索着”[9]。同时，

伴随着文学史对“九叶派”的接纳，穆旦也得以

首次进入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成为被

重新添补上的一员。如 1984 年唐弢的《中国现代

文学史简编》对 9 位诗人有较大篇幅的介绍，并

专门阐释了穆旦的《赞美》一诗。1984 年黄修己

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给予“九叶诗人”将近 5
页的叙述篇幅，并明确标识出“穆旦的诗是九人

中现代派的意味最浓的”[10]。可以说，新时期初

期穆旦研究能够突破历史的封锁，进入现代文学

史册，并获得某种象征资本与阐释优势，是与新

时期诗歌界对“九叶派”的历史建构之间存在某

种直接关联的。

另一方面，“九叶派”的整体研究视角对 20
世纪 80 年代初穆旦的发掘也造成了某种遮蔽效果。

从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中期，现实主义在文

学创作和研究领域中仍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学

界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还主要停

留在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体的理论争鸣和创作探

索层面”[11]。在这一过渡性语境下，一些研究者对

这一诗派做出了“基本上是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具

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的定位；也有一些研究

者仅在技巧和手法层面对其现代主义风格作出有

限度的评说，如认为其结合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

统和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融合了现代派的表

现手段和现实主艺术手法等。在这种言说策略之

下，穆旦诗歌中丰富的现代主义内涵以及成熟的

现代主义诗艺被严重遮蔽，穆旦诗歌真正的价值

也未能被发掘出来。此时仅有少数文章直接以鲜

明的现代主义视角切入“九叶”研究，并对穆旦

诗歌作出了较高的评价。如 1983 年袁可嘉的《西

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一文，认为穆旦诗歌在

自我搏斗、抒情方式、语言表现等方面与西方现

代派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对穆旦的诗歌创作作

出了高度的评价；王佐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

义——一个回顾》中明确指出，穆旦将现代主义

向前推进了一步，并对其诗作中鲜明的现代主义

风格进行了专门分析；1983 年蓝棣之《论四十年

代的“现代诗”派》一文，对穆旦诗歌风格进行

了深入分析，认为“他诗歌的哲理、感受方式和

情调，有浓重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色彩……他的

诗是感情熬煮思想的产物”[12]。这也说明，只有

在研究范式发生合理转换时，穆旦诗歌的价值和

地位才有可能被发掘出来，穆旦才有可能成为“九

叶诗派”中突出的一员，而“假如习惯的硬壳不碎，

评论家仍在标贴过‘现实主义为主’或‘人民性’

的标签后便心安理得的话”[13]，“九叶诗派”及

穆旦的真正价值仍将被压抑和湮没。

总之，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在“九叶派”的

庇护与遮蔽的双重作用下，穆旦及其诗歌的“二

度发现”正在缓慢推进。只有拂去历史的尘埃，

纠正观念的偏颇，从单一的政治化或者阶级论维

度向学理性、全息性、系统性维度转换 [14]，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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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重新恢复穆旦诗歌的现代主义原貌，才有可

能还原穆旦诗歌应有的价值，实现其真正的“正

名”。这一切都有待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

来学术界对穆旦其人其诗的进一步研究。

三 穆旦个体价值与现代性的发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入发展、社会转型的加速，文学研究观念与研

究范式也发生了以下转换：其一，西方各种文学

思潮与文学研究方法被大量引入，文学研究逐步

实现了由意识形态向审美研究的转向，文学逐渐

回归自身。其二，文学史观的变化与“重写文学史”

思潮的兴起。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重写

文学史”思潮要求排除意识形态与“非文学”因

素的干扰，重申文学的审美性与现代性，以全新

的标准对文学经典进行重新评定，以往的“鲁郭

茅巴老曹”的经典秩序遭到质疑与重构，沈从文、

周作人、张爱玲等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得到提升。

其三，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现代主义文学的艰

难接受和被误读的状况相比较，80 年代中后期以

来大多数研究者“对现代主义有了一些了解，能

够稍稍客观和冷静地来看待它，倾向于以一分为

二的辩证观点来认识它的二重性”[15]。这些都为

穆旦诗歌的深度发掘提供了良好的语境。

首先，新时期中后期以来的三次传播事件在

穆旦研究进程中具有典型意义，其有效打破了穆

旦研究的沉寂状态，使穆旦诗歌的地位得到一定

程度的提高，使穆旦的个体形象逐渐被突显，也

使穆旦其人其诗进入到了更为广阔的接受空间中。

其一，1986 年，《穆旦诗选》出版，选本收录穆

旦各时期诗歌共 59 首，这是建国后穆旦诗歌在大

陆的首次系统面世。杜运燮在后记中对穆旦的生

平与影响源头、穆旦的诗歌观念、内容方面的深

度和密度、语言方面的欧化倾向等作出分析，肯

定“他的诗在艺术上达到的水平，他的探索所取

得的成就，以及在开拓和丰富中国新诗的表现方

法方面，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16]。其二，1987 年，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

出版，收录了穆旦研究文章、怀念文章、穆旦小传、

著译目录和代表作品等，集中呈现了一批穆旦研

究的成果。其中既有王佐良、袁可嘉等同辈诗友

以历史当事人的姿态对穆旦诗歌创作和翻译成就

作出的高度肯定和全面评价，也有其爱人、亲人、

密友、青年诗友和普通读者对于穆旦形象的多元

建构，也不乏殷之、夏家善、蓝棣之、王圣思等

学者对穆旦早期创作面貌的发掘和勾勒，其中更

为引人注目的是郑敏和梁秉钧以全新的研究方法

与理论视角对穆旦研究新方向的开启。这些丰硕

的研究成果是穆旦研究取得阶段性进展与突破的

直接证明，同时也是一种话语权力与社会地位的

彰显。其三，1988 年 5 月 25 日，“穆旦学术讨论

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对于穆旦的著译成就与学

术思想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呼吁重新发现穆旦，“以

穆旦似的真实和真诚，培养强大的自我，搞充分

的现实主义，从而去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创作

出真正的好诗来”[17]。这次会议将穆旦诗歌的宣

传效果进一步放大，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提高了

穆旦的诗坛地位。

其次，在“九叶”研究中，穆旦的位置也得

到较大程度的提升。这一时期“九叶”研究进入

加速期，相关研究论文不断增多，同时在“九叶

派”的主义定位问题上，也摆脱了上一阶段的“唯

现实主义”观念的桎梏，研究明确指出，“九叶

派”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在诗歌观念、

诗歌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现代诗风。

在新的研究中，穆旦在“九叶派”中的位置得到

有效突显。从 1987 年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

三十年》对穆旦个体地位做出首肯——“《九叶

集》诗人中最具特色、成就也最高的是穆旦”[18]，

到多数“九叶派”成员对穆旦代表性位置的肯定，

再到 1988 年陈安湖和黄曼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

学史》中认为“穆旦也许是‘九叶’诗人中现代

派气息最浓郁的诗人”[19]，大家对穆旦作为“九

叶诗派”的代表性诗人的诗歌地位逐渐达成了共

识，其也被研究者广泛引述和反复肯定，形成了

文学史与新诗史中的稳固表述，这样，穆旦的代

表性地位被牢固树立起来。同时，穆旦诗歌的现

代主义元素被重新发掘出来，一些研究者对穆旦

诗歌的思想感觉化特征、智性化倾向，以及哲学

意识、理性思辨精神、玄学派风味、自我搏斗精

神、意象营构的奇崛性、语言和句法的欧化风格

等诗学命题做出重新探讨。这些研究视角构成了

与 1940 年代穆旦研究之间的某种接续关系，表明

穆旦作为“自觉的现代主义者”的身份正在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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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穆旦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价值获得越来越

多的重视。1993 年，钱理群在研究论文中以“穆

旦和他的朋友们”“穆旦们”指代“九叶派”，

并对穆旦的现代性与超越性的精神结构、思维方

式与情感方式等进行专门探讨，指出“穆旦是少

数经过自己的独特体验与独立思考，真正接近了

鲁迅的作家”[20]，至此，穆旦的代表性位置及思

想高度已然显豁。

再次，除了恢复穆旦在“九叶派”中的位置

和穆旦诗歌的现代性特征之外，一些研究者也倾

向于将穆旦诗歌推向时代经典的高度，或将穆旦

放置在新诗现代化乃至新诗史的整体语境中探讨

穆旦的诗歌地位。如 20 世纪 80 年代末，袁可嘉

曾将穆旦与 20 世纪 30 年代戴望舒、卞之琳、艾

青、冯至等前辈诗人的诗歌探索勾连起来，标举

出穆旦在 20 世纪 40 年代新诗现代化运动中的旗

手地位。蓝棣之也明确指出穆旦诗歌在现代主义

精神与现代派技法方面不同于甚至超越了闻一多、

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和卞之琳等人——“从中

国新诗的发展来看，穆旦属于 40 年代崛起的现代

诗派……在 40 年代‘现代诗’派中，穆旦的这些

特征更为突出鲜明，这就是穆旦的诗史地位”[21]。

李怡则将穆旦的出现视为继郭沫若、徐志摩、卞

之琳、何其芳的探索之后，中国新诗发展到 20 世

纪 40 年代时阴霾的天空中跃出的“一道炫目的闪

电”，将穆旦指认为“中国现代诗坛上绝无仅有

的奇才、怪才”[22]，高度肯定了穆旦对中国现代

新诗的贡献。1993 年谢冕的《新世纪的太阳——

20 世纪中国诗潮》中释放出更多的突破讯号，他

将穆旦视为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现代诗的一面旗

帜，并对穆旦进行专论，指出穆旦在诗歌理念、

表现形式、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现代化追求与时代

氛围的不协调造成了其悲剧命运，但“他为风靡

大地的陈旧氛围透进些许现代空气的努力，作为

一支燃尽的蜡烛而凝结的苦难和死亡的血泪，无

疑有着重大的历史的价值，中国新诗的现代运动

将永远‘默念这可敬的小小坟场’”[23]。这些研

究成果表明，穆旦诗歌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持续扩

大，并呈现出被经典化的趋向。同时，这一阶段

穆旦诗歌除了被现代文学作品选和其他类型的大

众选本收录以外，还首次进入了“大系”选本，

如《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 第十四集·诗卷》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诗集》。“大系”

选本作为对一个时期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进行集

中收录的特殊选本，具有一定的文学史的权威性

和经典性意味，穆旦的入选表征着研究界对其诗

歌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 1988—1993 年间还出现

了 8 篇针对穆旦诗歌个体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

或是对穆旦《春》《裂纹》及 1976 年部分诗作进

行赏析和细读，或是对穆旦与西方现代派关系进

行探究，或是对穆旦 1939—1949 年阶段诗歌创作

的主题与风格进行分析，或是对穆旦诗歌地位的

给予肯定与合理评价。其中邵燕祥的《重新发现

穆旦》一文从穆旦诗歌对痛苦与矛盾的呈现、对

民族命运的关切以及艺术生命力方面构建起穆旦

与当下时代的关联，指出重新发现穆旦的必要性

与意义，呼吁“让更多的新一代的读者，能逐渐

有条件从穆旦的诗中获得思想感情的某种共振，

汲取精神力量和艺术经验”[24]。李怡的《黄昏里

那道夺目的闪电——论穆旦对中国现代新诗的贡

献》一文，是从穆旦对现代主义诗风的真正接近、

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完美融合、抒情方式与语言艺

术的现代性转换方面最早对其诗歌的价值意义进

行深入研究的长篇论文。这些较有分量的研究性

专论的出现，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穆旦诗歌的

经典化建构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新时期初期以来，随着时代语境和

研究范式等的不断转型，穆旦诗歌逐渐摆脱了被

遮蔽和误读的状态，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具有独立

性和学理性的研究成果，穆旦现代主义诗歌的价

值不断被发掘出来，穆旦逐渐从“九叶派”中脱

颖而出，其经典化建构也呈现出“小荷才露尖尖

角”的状态。但是，穆旦诗歌经典地位的真正确立，

仍有赖于中后期更加深入成熟的个体性研究和更

广阔范围内的共识、论争甚至轰动性事件的持续

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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