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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一 多 研 究 动 态          
 

第一四一期 

 

主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                   北京·2019年 10月 

==================================================== 

▲ 黄冈师范学院筹备召开闻一多诞辰 120周年学术研讨会 

由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中国现代史学会、闻一多基金会、黄冈师

范学院联合主办，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苏东坡书院）承办的“闻一

多诞辰 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将于 11月 9日至 10日召开。这次会

议，分古今文化转换中的闻一多、闻一多与中国现代史、闻一多的新

诗与诗学思想、闻一多的学术研究、闻一多与大学精神、闻一多与黄

冈文化、闻一多艺术思想与美育、闻一多教育思想研究、闻一多与巴

河、海外闻一多研究十个主题策征集论文。 

~~~~~~~~~~~~~~~~~~~~~~~~~~~~~~~~~~~~~~~~~~~~~~~~~~~~~~ 

▲ 沉痛悼念《最后一次的讲演》记录者余丹 

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记录者余丹女士，因病不幸于 9 月 3

日 7时 25分在昆明逝世，享年 91岁。 

余丹原名何丽芳，1929年 1月 15日生于昆明。13岁时，从初中

二年级考入云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1945年又跳级考入云南大

学外语系。1946年 3月 6日，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无预备期），参

与了昆明《学生报》的编辑和云南省工委党刊《新华社电讯》的刻印

工作。 

1946年 7月 15日，闻一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办的李公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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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难经过报告会上发表演讲时，余丹坐在第一排正中，深感此次演讲

非同凡响，当即将演讲的全文记录下来，并交给身旁学联负责人之一

的文庄（原名舒守信）。文庄看了一遍，从中抽出 “无耻啊，无耻

啊!”“他们在慌啊，在恐慌啊!”两句话作为标题，又把闻一多在李

公朴遇难后另一场合讲的“我们随时像李（公朴）先生一样，前脚跨

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加在记录稿后作为结束语，立即

交给《学生报》编辑段家陵（原名段必贵）紧急发排，全文刊登在 7

月 21 日出版的《学生报》。其后，唐登岷经过加工整理，在 8 月 2

日昆明《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九期上刊登《闻一多同志不朽的遗言》，

收入《闻一多全集》时标题改为《最后一次的讲演》。全国解放后，

这篇讲演经过删节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余丹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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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司家营闻一多故居修缮完成公开展出 

闻一多、朱自清在昆明居住的司家营故居，经过文物部门的精心

修缮和布展，于 5月 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对外开放。该旧居实为清

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因闻一多 1941年 9月至 1944年 5月住在这里，

朱自清也曾在这里居住，故文物部门命名为“闻一多朱自清旧居”。 

司家营故居为典型的云南“一颗印”建筑形式，展览部分为闻朱

旧居复原展、龙泉镇旧时光照片展两个主题展区，其中闻朱旧居复原

设计展览设有 9大线下展厅，包括旧居简介、序言——凝固、物力维

艰、时光留痕、挚爱一生、朝花夕拾、背影长留、笔耕不辍、豆腐白

肉，以讲故事的方式还原历史，让参观者感受有血有肉的闻一多与朱

自清，深刻体悟文化名人在动荡时局中的家国情怀。 

 

这次展览的一大亮点是打造了集视频、音频、图文、直播于一体

的立体化传播模式。依托盘龙 MoreLife新系统、盘龙 Morelife订阅

号、喜马拉雅 FM、今日头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矩阵，进行活动图

文、音频、视频的立体化传播，形成线上线下结合的“移动的博物馆”。

（据昆明日报全媒体记者罗昆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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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 

南通大学文学院顾金春《文化身份与文化心理的对立统一：闻一

多从诗人到学者的嬗变》（《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 6期）摘

要：“20世纪 20年代中后期，闻一多基本上停止了诗歌创作，兴趣转

向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诗人到学者的文化身份转变

过程。这次文化身份转变具有特殊的意义，表面上看，诗人与学者的

文化身份是对立的，但其内在文化心理却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存

在统一性。换句话说，闻一多的文化心理是统一的，一以贯之的，改

变的只是表达的方式和载体而已。反映在其学术研究中，无论是研究

对象、研究的内在精神、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语言表达方面，都与诗

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了诗人与学者两种文化身份的融合与统一。”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金《建构与再接受：闻一多与当代唐诗

文献学的形成》（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 11期）摘要：“闻一多在

唐诗文献学研究中，改变了古典形态唐诗文献学的研究方式，扩展了

唐诗文献学的史料范围，给唐诗整理与研究特别是清编《全唐诗》的

整理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以作家考证、作品甄辨、作品辑补为核

心内容，采用史料爬梳、文献整理、文字训诂等文献考据的方法进行

研究，建构了崭新的唐诗文献学学科体系。这种新的研究理路对当代

阐释唐诗历史风貌与诗学艺术，对唐诗在新文化背景下的再接受都带

来重大启发，也对当代唐诗文献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唐诗文献学学

科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南京大学杨凯、蔡新乐《闻一多的新诗格律探索与英诗汉译》（《贵

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 12期）摘要：“闻一多的新诗格律探索与新格

律英诗汉译互为阐发，共同构成其新诗格律的探索与实践体系。他的

新诗格律探索立足中国古典诗歌格律，借镜西方诗歌理论，从比较诗

学视角创制了以节奏为中心的新格律诗学体系。闻一多的新格律英诗

汉译是其新诗格律探索的自然延伸，其核心就是‘音尺’理论在译诗

中的运用，他的十四行诗创作与翻译则集中体现了其新诗格律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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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创格时期，闻一多的新诗格律探索与英诗汉译为困境中的中国新

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新诗的走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韩国建国大学李文凤《论闻一多诗画意境结合的实践美学思想》

（《艺术科技》2019年第 1期）摘要：“自古以来‘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苏轼的名句就广为流传并被运用到各个领域，很多先驱者都做

过相关研究。20 世纪初期是中国现代文艺史上巨大变革的重要时期，

在政治和文化转型的背景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潮推动下促进新文

学和新美术的发展，并使文学与美术相互影响共同寻求发展的变革。

在此时代背景下具有诗人和画家这样的双重的背景身份的闻一多提倡

的诗画结合美学思想对中国近代艺术史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有巨大推

动作用。所以本文结合我国艺术史上的诗画关系艺术理论和时代背景

去分析的闻一多独特的诗画结合实践美学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温雅红《“五四传统”与闻一多的文学道路》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 3期）摘要：“‘五四’新文化运

动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文章以闻一多为例，考察其文学道路与

‘五四传’的关系。从介入清华校内的文白论争到开始白话文学的尝

试，闻一多从语言方式和文学观念上发生了最早的转变。1928 年后，

闻一多‘向内转’开始古典文学研究，在胡适‘整理国故’影响下，

以‘科学’的现代方法重新整理古代文学，接续了一度被‘革命’压

抑的五四‘文艺复兴’传统。1943 年，当‘中国之命运’面临危机，

闻一多从书斋走向广场，带领西南联大学生纪念‘五四运动’，在分

享‘五四’话语中与青年学生‘和解’，投身民主事业，最终以身殉

难。闻一多的文学道路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主潮形成某种同构，

其诗人、学者、斗士多重身份是不同的文学实践，其内在脉络正是‘五

四传统’。”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胡余龙《闻一多在湘黔滇长途迁徙中的

诗歌活动及其影响》（《石河子大学学报》2019年第 4期）摘要：“闻

一多在湘黔滇长途迁徙中的诗歌活动及其对南湖诗社、早年穆旦和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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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吉编选《西南采风录》所产生的影响，是一项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而

又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南湖诗社从社团的成立到纲领的确立都受

到了闻一多的悉心指导，闻一多还在抵达蒙自后为社员们定下以写作

和研究新诗为主的活动基调。无论是在南岳时期，还是在迁徙途中，

或是在蒙自时期，闻一多对早年的穆旦有过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

闻一多不仅帮助刘兆吉及时纠正采风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错误，还引

导《西南采风录》饱含强烈的批判力量。”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王东东《闻一多民主理念下的文学史研究和

文学批评》（《江汉学术》2019年第 4期）摘要：“闻一多的一部分

古典文学史研究明显溢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而和现代政治与文

化理念发生了深刻联系，体现出了‘民主理念’这一‘五四’语境下

普遍的时代精神。在民主理念下，闻一多对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学史做

出了一种贯通性的理解：一方面，他将‘平民’的戏剧小说抬高到‘贵

族’的诗面前，另一方面，闻一多认为新诗应该向小说戏剧学习，实

际上是要新诗‘合乎民主’。闻一多将‘民主事业’与中国‘新文艺

发展的事业’联合起来考察，在他的诗论中可以看到民主理念与美学

表现之间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新诗批评也有不少调整，而注意

到了民主美学的‘价值’和‘效率’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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