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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 20 世紀 30 年代的北平詩壇上，聚集了以卞之琳、何其芳、林庚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前

線詩人」。他們接受西方現代主義詩潮的影響，融合中國傳統詩學的優長，在「傳統的」與「現

代的」、「本土的」與「外來的」詩學傳統之間，努力實踐二者的對接，取得了巨大成功。本書

重點考察「前線詩人」的詩歌理論觀念與藝術創作風格。通過對「《荒原》的譯介與『古城』系

列意象的塑造」、「晚唐詩熱」、「『純詩』理論的追求與實踐」等文學現象的論析，發掘了這一詩

人群體在繼承古典詩歌傳統與接受西方現代詩潮之間的融合和再創造的實績。

「前線詩人」的出現及其詩歌藝術特色的形成發展，與 20 世紀 30 年代北平獨特的歷史文化

環境密切相關。本書將文學現象置於文化視野，通過探討外部文化環境對詩人群體的聚集及其

文化心態的形成等方面的影響，引發了文學與地域文化之關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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