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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秋芳 著

胡適新詩節奏理論的形成



作者簡介

林秋芳，台灣台中人。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碩士，國立中央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南亞技術學院通

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現職中央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以台灣、中國近現代詩學為研究重

心，有專書論文〈節奏的理論及實踐──覃子豪大陸時期的詩論及詩作〉、〈羅家倫與五四師友

──胡適、傅斯年與顧頡剛〉等，期刊論文〈書寫桃園的三種方式〉、〈從古詩實驗到新詩嘗試

──胡適詩歌韻腳的試探歷程及美感功效〉等多篇。博士論文獲 2016 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胡適紀念館「胡適暨自由主義研究」獎學金。

提    要

歷來評述胡適的詩學成就僅止於外部研究，至於胡適詩學內部的藝術表現，尤其節奏理論

之美學推展，則貶多於褒。本論文以為，從新詩節奏史的發展來說，胡適建構的節奏理論及其

實踐，是深具現代性而有美學意義的。

本論文共分六章撰寫。第一章除論述研究範疇及目的、文獻回顧與評述、研究方法與進行

步驟之外，最重要在於「節奏」二字之中西溯源與比較，以及運用於詩歌後的意義界定；尤其

中國詩歌的節奏意涵與西方迥然不同，藉由中西對照，更能凸顯中國詩歌的節奏要素，進而界

定胡適新詩節奏之範疇。

胡適新詩節奏的宗旨是「自然音節」，第二章至第三章旨在追溯胡適建立自然音節的過程與

理論詮釋。胡適的自然音節分為「節」與「用韻」兩大核心議題，第二章著重於「節」的建立

過程與詮釋，第三章則聚焦於韻腳。

第四章以外緣視角探討胡適新詩節奏理論的形塑過程。第一節試圖釐清「自然音節」節奏

論與晚清詩人之承續；二、三、四節則探討同輩友人對胡適新詩節奏試驗的影響力。第四章第

五節嘗試以不同的視角審視胡適的新詩節奏，以接受美學的史觀及詮釋學學者加達默爾的前理

解，看探胡懷琛改詩事件在 1920 年代詩壇的意義。

第五章以胡適新詩節奏的建立，評論胡適的詩作表現，是理論建立運用於詩作的成果展現。

最末章除總結研究成果之外，更說明尚未解決的議題，以待將來進一步深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