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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一 多 研 究 动 态          
 

第一四六期 

 

主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                   北京·2020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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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昆明闻一多纪念馆竣工落成 

闻一多纪念馆坐落于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俊发城闻一多公园内，

由清华大学王丽方教授主笔设计，建筑设计工作开始于 2017年，2020

年施工完成，历时 3年。 

 

昆明闻一多纪念馆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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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及建筑设计以 “红烛”代表闻一多精神。将古篆字“烛”

的形式铺在大地上。简化的“蜀”字做成长廊，“火”字以高扬的建

筑形态表达。长廊与建筑之间围合成水院空间。“烛”字作为公园与

城市空间的界面，市民穿过花架可以轻松进入水院，进而进入纪念馆。

馆区与公园与城市空间环境融为一体。高耸的建筑形态，加上红色系

的立面表达，以及镂空的闻一多头像，将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凸显建筑

的纪念性。丰富的水院空间以及建筑室内空间各具艺术特征，将近距

离的给参观者以触动，以发扬建筑的文化性和情感性。如此达成对这

一位革命者和诗人的纪念。 

 
闻一多公园（右上闻一多纪念馆，右下闻一多旧居） 

闻一多纪念馆总用地面积为 36322 ㎡，总建筑面积约 1638 ㎡，

占地面积为 907.47㎡，两层建筑高度 28m,绿地率 80%，由陈列区及市

民活动区两个部分组成。方案设计 2017年-2018年 3月，施工图设计

2018年 3 月-2018年 11月，现场施工（主体、室内、景观）2018年

11月-2020年 7月。（撰稿、照片均为昆明市规划局局长李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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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盟昆明闻一多支部纪念李公朴闻一多牺牲 74周年 

7月15日，民盟昆明闻一多支部盟员在翠湖大兴坡李公朴殉难处、

西仓坡闻一多殉难处纪念两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牺牲 74周年，举行

了庄严肃穆的仪式。仪式由民盟昆明闻一多我支部主委洪海波主持，

盟员来到先烈的纪念碑前敬献花篮和鲜花，王雷、贺奇分别致悼词。

参加活动的还有昆明闻一多支部副主委李斌、盟员褚俊青、马悦玲、

马原、杨丽萍及特邀代表西南联大文创中心主任杨晓玲、龙泉古镇文

化研究院研究员刘燕等。 

随后支部盟员又来到司家营闻一多、朱自清旧居和龙泉古镇文化

研究院西南联大院士之乡纪念馆和昆明民盟名人展室参观座谈。盟员

们纷纷表示，要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增强新时代民盟人“不忘

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同行”的责任担当，“双岗建功”，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洪海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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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六卷本《闻一多全集》 

闻一多殉难后，由朱自清、郭沫若、吴晗、叶圣陶主持编纂的四

本《闻一多全集》，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82年，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重印了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校正了个别文

字，删去了季镇淮先生编写的《年谱》。今年 4月，上海书店重新编

排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闻一多全集》，为便于读者阅读，

将竖排版改为横排版，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四册改为六册。出版说明

云：“闻一多先生之时代语言使用习惯与现今偶有不同，为保留作品

原貌，全部文字内容不做改动。” 

1993 年 12 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党伯、袁謇正主编、武

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编辑的 12卷本《闻一多全集》，收入了大量闻一

多未刊手稿和佚文，1995年 12月获得“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湖北人民出版社正在编纂的“荆书文库”将收入这部全集，并在其基

础上尽量补充新发现的相关著述，进一步完善闻一多的作品。上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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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版全集维持了 1948年开明书店版内容，在版本学上保持历史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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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闻立雕唁电唁文（续） 

周文业（西南联大周先庚教授之子）唁文 

感谢发来纪念专辑。我们 2014年编《清华名师风采》收入闻一多

闻先生热心提供闻一多生前照片等资料。2014年新竹清华大学校长陈

力俊邀请我们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访问闻先生不顾已经 86岁高龄，和

我们一同赴台湾。后来我又多次因为编西南联大清华教师生平去闻先

生家中访问每次闻先生都热情接待，我至今记忆犹新。 闻先生离去，

我们失去一位老前辈十分伤感望家属节哀保重，把闻先生生前事业继

续下去。附上我们在台湾新竹清华合影做纪念吧。首都师大 周文业。 

李乐平（广东海洋大学教授）唁文 

尊敬的闻先生黎明兄您好！刚才收到您发来的《动态》第 145期，

刚看题目就万分震惊!令尊闻老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学术前辈!我曾在武

汉大学的会议上见过他两次，老人家是那样慈祥!我在向他请教相关问

题时，他耐心解释于我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后来，他又给我邮寄

多种资料，并嘱我一定奉还。因为老人家说，诸多学者向他借书，然

后都没有了消息，而家里存书也不多余。记得当时，老人家不仅鼓励

我，而且还夸奖我关于闻一多研究的成绩。是他老人家的激励，当然

还有您的长期无私帮助，我才坚定地走上研究闻一多的学术道路。闻

老不仅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更是著名的闻一多研究家。他的研究成

果，又催生了多少后来的闻一多研究专家，这是老人家最独特卓著的

贡献!我们今天纪念老人家，就要化悲痛为力量，沿着老人家的事业，

继续深入研究闻一多，努力向前发展。千言万语，本来有很多话要说，

只因前几天做了个小手术，已经累得写不出来。老人家仙逝，还望闻

先生黎明兄节哀顺变!李乐平给老人家鞠躬!祝老人家在天堂安息！并

请黎明兄转达，我对您所有亲属表示的最诚挚慰问！李乐平  2020年

6月 2日晚 8点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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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一多侄子闻立欣逝世 

闻立欣同志讣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京大学人才交流与培训中

心闻立欣同志， 2020年 6月 21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59岁。闻立欣

同志热爱祖国，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作风正派、为人谦和。我们为失

去这样一位好同志、好朋友感到万分悲痛。 疫情期间，按照北京市的

规定，遵照家属意愿，丧事从简。谨此讣告，共寄哀思。闻立欣同志

千古！ 北京大学人才交流与培训中心 2020年 7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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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沉痛悼念闻立欣先生 

北京大学人才交流与培训中心教师闻立欣先生，因病不幸于 2020

年 6月 21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 59岁。 

闻立欣先生生于 1961年 8月 19日，小学就读于北大附小，中学

就读于北大附中，大学就读于北大分校，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

系世界史专业，在何芳川教授指导下攻读东南亚史方向。毕业后，在

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工作。 

闻立欣先生是闻一多的侄子、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闻家驷的幼子。

为了弘扬闻一多爱国主义精神，他与哥哥闻立树合编的大型资料集《拍

案颂：闻一多纪念与研究图文录》，为宣传与研究闻一多提供了大量

第一手史料，受到刘延东同志称赞，指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下

发民盟全国基层组织学习。闻立欣视北大如家，感情深厚，与人合编

的《中老胡同三十二号：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颂扬了

一代知识精英的高风亮节、人格魅力，社会反应强烈。 

闻立欣先生知识广博，视野开阔，刻苦勤奋，笔耕不辍。著有《民

国新闻月刊：1911-1919 从“武昌起义”到“五四运动”》、《民国

新闻月刊：1920-1928 从“携印出走”到“东北易帜”》、《八一三

淞沪抗战》、《抢滩：跨海登陆经典之战》、《亚洲近现代史》。闻

立欣先生精通英语，翻译出版了《制霸太平洋：从珍珠港到东京湾》、

《希特勒的“原子弹”：纳粹德国核武器密档》、《争夺欧洲：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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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界大战西线反攻纪实（上下）》，还参与编纂了《中国近现代史

大典（上下）》、《世界 100战争排行榜》等。 

闻立欣先生猝然逝世，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学界的损失，亲友

同事和北大子弟尤为悲痛，深切缅怀。 

闻立欣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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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摘要 

【王光明评闻一多新诗的时代介入性】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王

光明在《“新诗”的时代介入与文化担当》（《中国文艺评论》2019

年第 5期）中，分析和评论了闻一多新诗对时代的介入。文中说：20

世纪的现代诗人，有与时俱进的追随，有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现代

中国诗人既要面对“落后就要挨打”的严峻现实，须要借鉴西方的制

度设计与各种观念，又要面对“亡国灭种”被殖民的危机，抵抗外来

霸权和文化侵略，这就要介入时代。但是，有效的介入有一个前提，

就是必须遵循诗歌想象世界的艺术规律，人们接受那些直接的、情绪

化介入时代生活的诗歌，更认同具有内在介入性的写作，对时尚、表

象具有分辨力、洞察力并且具有卓越的命名与表现能力的作品。文中

将郭沫若的《上海印象》与闻一多的《发现》进行了比较，说：《上

海印象》与《发现》的不同，正在于时代性的表面与“内在”。从情

感与表现方式而言，《上海印象》似乎更具有“五四”时代的特点，

因为它更激越更有批判性，形式上是自由诗，语言是将汉语与英语混

合使用，可以说非常时髦。但这些都是表面的，浅层感觉与情绪化的，

所以情感虽然激烈却通向感伤消沉。《发现》的不同正在于不是浮光

掠影的“印象”，而是基于深厚人文背景的“发现”：虽然现实充满

“不是”，但不代表“我的中华”的虚位。《发现》的意义不只是心

智的运用，同时也是诗歌艺术驯服感情的体现。全诗立足于一个抒情

瞬间，聚焦是与不是、在场与虚位的对立，有力体现了主体与现实之

间的紧张关系，诗情的运动跌宕起伏，而节奏的控制更是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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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曾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创作上可以归入五四浪漫主义谱系，却

与当时的浪漫主义诗歌大异其趣，彻底游离了早期“新诗”的滥情主

义与感伤主义，特别是诗集《死水》，不仅体现了现代中国诗人对时

代的独特发现，也以饱满的艺术张力昭彰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可能性和

美学魅力。闻一多最可贵的品质是，他知道枪炮与笔墨的两用。事实

上是，像《死水》这样堪称“新诗”界碑的诗篇，其意义远不止抒写

了一个时代被压抑的激情，而是为一个时代的激情和压抑，找到了具

有辩证法意义的结构与韵律：这是谨严的形式与要求释放的激情矛盾

生成的结构与旋律，对象与主体都找到了理想的对应关系。 

【李乐平分析闻一多褒贬《女神》的原因】 广东海洋大学李乐

平在《闻一多对〈女神〉褒奖与贬抑之原因考析》（《山东社会科学》

2020年第 2期）提要中说：常有学者对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

和《〈女神〉之地方色彩》的观点表示疑惑：何以二者同年先后发表

在《创造周报》，但观点大相径庭，前者激情澎湃地对《女神》进行

褒奖，后者则贬抑《女神》失去“地方色彩”。即便权威教材，也仅

列举反对的观点，却无任何原因说明。但如果翻检闻一多当年的书信，

这谜团就迎刃而解了。其实，闻一多最先写出的并非前者而是后者，

写作后者是为挑战权威来引领文学潮流，写作前者则因挣不脱对郭沫

若的崇拜。二者的写作，都有其直接或根本原因。闻一多是个复杂存

在，在这“金银盾”中，我们可以窥见很多丰富内容，如要真切明白

其相关表述的原因，就必须深入研究他当时发声的背景，乃至多维的

流派问题及复杂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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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傅衍明回忆父亲傅懋勉与闻一多 

傅懋勉的儿子傅衍明在《云大往事》中写到其父与闻一多的一段

关系，特录如下： 

我父亲曾是闻一多的研究生。当时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可不似

今天那般格式化。而是如君父、如长兄。我母亲说：“闻先生曾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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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替他洗臭袜子”。当然，那是小事，不足挂齿。然闻一多坚决反

对我父亲和母亲的婚事，原因竟是抗战胜利后要我父亲随他一同返京，

闹得当时的联大满校风雨，这就让人费解了。还有一些其它事情，涉

及长辈私事，这里不便详叙。结果是我父亲一怒之下，转投于朱自清

门下。当然，闻先生和我父亲最终还是冰释前嫌，重归于好。我父母

结婚时，闻先生还为我父亲亲刻一对名章作为贺礼，这名章我至今仍

然珍藏。用我父亲的话来说：闻先生脾气怪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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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启事 

本刊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

迁至中国历史研究院。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馆北路 1号院

2号楼，邮政编码 100101。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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