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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一 多 研 究 动 态

第一五六期

主办：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 昆明·2023 年 2月

● 闻一多、闻立鹏艺术作品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

2022 年 4 月 2日至 7月 3日，“红烛颂：

闻一多、闻立鹏艺术作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

博物馆举行，共计展出闻一多的速写水彩、装

帧设计、书法篆刻、照片信札和闻立鹏的绘画

作品 260 余组件。

该展旨在向世人展现闻一多、闻立鹏父子

二人的艺术才华，引导观众思考他们的美学价

值，感悟他们的精神魅力，以此新视角了解和

铭记以闻一多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为推动

中国社会进步，为重塑中华民族高尚精神价值

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著名油画家、91岁的闻立鹏一生中办过无数次画展，但将自己的画

作与父亲闻一多的作品一同展出，还是头一回。在这场父子二人的作品

展上，观众很容易便能察觉到一种传承的流动，看到诗人、学者、民主

斗士之外的“艺术家闻一多”。同时，从照片、信札和闻立鹏的画作与

讲述中，人们还会看到“父亲闻一多”的形象，并惊讶地发现：最刚烈

的勇士，原来有一副最柔软的心肠。

（来源：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新华每日电讯）



2

~~~~~~~~~~~~~~~~~~~~~~~~~~~~~~~~~~~~~~~~~~~~~~~~~~~~~~~~~
●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与闻一多的道路”学术研讨会举行

2022 年 7 月 3日，中国共产党

建党一百周年与闻一多的道路学术

研讨会在江汉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隆

重举行，会议由中国闻一多研究会

副会长、江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庄

桂成主持。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闻一多研究

会、中国现代史学会、闻一多基金

会及江汉大学主办，由江汉大学人

文学院与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

究中心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等 30 多所高校和中国新闻社、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

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设 1个主会场，2 个分会场，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方式进行。研讨会主要围绕着“共产党的人民本位思想与闻一多

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闻一多的思想发展”“爱国主义传统中的闻

一多”“传统文化与闻一多的人格信仰”“古今融通视野中的闻一多诗

学与新诗”“现代学术传统与闻一多的国学研究”等议题展开。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踊

跃发言，学术气氛热烈。与会

专家学者认为，闻一多从诗人、

学者到民主斗士，是一个爱国

主义者所走过的道路。他在新

诗创作、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

载入史册，一些神话与古典文

学的研究成果迄今仍为人们所称道。他的影响深入新诗史、中国现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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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中国现代政治史。闻一多从“人民本位”立场上认同了中国共产

党的新民主主义方向，充分体现了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在为人民的民主与

和平的新中国而奋斗的事业中的代表性。本次学术研讨会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化了对闻一多的文艺、学术和政治思想的研究，

涵盖了闻一多研究的最新成果，推动了国内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学术

交流。

（来源：江汉大学人文学院网站）

~~~~~~~~~~~~~~~~~~~~~~~~~~~~~~~~~~~~~~~~~~~~~~~~~~~~~~~~~
● 新发现闻一多十四行诗一首

2022 年 7月 29 日，刊载于《光明日

报》第 16 版的一篇文章指出，“迄今为

止，收录闻一多作品最全的，当推 2020

年 12 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闻一

多全集》（17 卷）。但所谓‘最全’毕

竟是相对而言的，这套全集仍漏收了《<

高禖郊社祖庙通考>跋》等部分作品。新

发现的闻一多的一首十四行诗，也未收入

全集”。

文章作者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建军，他将这首署

“闻一多先生遗作”的《十四行一首》全

文陈出，并向读者交代了闻一多遗作的来源以及推测其生前为何没有发

表的原因。

这首诗最终在成都《中兴日报·今日文艺》1946 年 10 月 14日第 18

期发表。

原诗如下：

我匆匆走到门前，沉吟了一阵，

和平布满了黄昏，一只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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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打我面前掠过，一翻身

躲进了密叶，我笑了一笑。

我也到家了！我毫不怀疑，

早算就了那一盆水，一壶滚茶，

种种优渥的犒劳，都在那里：

我要把一天的疲乏都交给她。

我推开门来，怎样？满都是寂寞！

从里房绕到外房，没有人，分明

什么都没变，夕阳恋着书桌，

只没有人，只没有了她的踪影。

出门了？许是的！想它做什么？

可是那顷刻，那彷徨的顷刻！

~~~~~~~~~~~~~~~~~~~~~~~~~~~~~~~~~~~~~~~~~~~~~~~~~~~~~~~~~
● 闻一多研究相关论文介绍

方长安《以经典化为问题——闻一多的<现代诗钞>与新诗评估坐标

重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认

为，闻一多生命晚期编选的《现代诗钞》，其选录的诗人、诗作，总体

而论经典化“成效”不高，但就其所推崇的诗人而言，成为经典的比例

却相当大。这一症候性现象，与闻氏取舍新诗的原则、百年新诗经典化

特征相关。他一方面以“昨天”视野和古典文学名著标准取舍新诗，承

传中国抒情诗“情”的传统，置重抒写家园、人民情感的诗作，选录体

现了现代抒情方式的诗作。另一方面，以“今天”观念和外译意识审视

新诗，看重那些立足战争语境、表现民主观念且具有中国情怀和世界元

素的诗作。《现代诗钞》所选取的大量诗人在后来史述中销声匿迹了，

而未选的某些诗人又成为今天公认的经典，构成历史疑案，这背后闻氏

选诗的现代性标准与百年来新诗评价尺度及其“经典”观相颉颃，彰显

了重建新诗评估新坐标与原则的可能。

庄桂成、赵亚琪《闻一多与抗战文艺》（《江汉论坛》2023 年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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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参加了众多与抗战相关的文艺活动，

发表了许多与抗战文艺相关的真知灼见。在西南联大，闻一多组织排演

了《祖国》《原野》等抗日话剧，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闻一多认为，

在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要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这是一个需要鼓

手的时代，期待着更多“时代的鼓手”出现。同时，他认为民歌中所蕴

含的“原始”和“野蛮”，也正是当时抗战所需要的一股重要精神力量。

闻一多还认为，中国新文艺应该彻底尽到它反映现实的任务，文艺要下

乡，进工厂，回到群众那里去为他们服务。闻一多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

者，大力提倡抗战文艺，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复兴的根本，但他并不因此

而提倡复古，而是继续呼唤科学和民主，要求发展新文学，为抗战文艺

做出了重大贡献。

向天渊、黄波《左右互搏：闻一多学术文章的话语方式》（《江汉

论坛》2023 年第 2 期）认为，闻一多的学术论文大多以“左右互搏”或

者说“自我辩难”的话语方式，营造出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强大气场。

其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喜欢在论文中设置问题，以自问自

答的方式，实现话轮转换，增强文章气势；第二，善于和虚设之“你”

进行论辩商榷，以此拓展思维空间，引起读者共鸣。如此一来，不仅多

维度、多方位揭示出研究对象的繁复意蕴，还让学术文章抑扬顿挫、张

弛有度、气势恢弘。形成这种话语方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取决

于闻一多早年养成的论辩习惯和戏剧化思维方式，当然也与他学术品格

的战斗性、批判性有关，再有就是，作为画家、诗人，闻一多赋予其学

术研究浓郁的艺术气质。今日回望闻一多既任性豪放又细致绵密的学术

话语方式，不仅可以补偏救弊，也促使我们见贤思齐。

陈国恩《闻一多抗战后期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江汉论坛》2023
年第 2 期）认为，闻一多从诗人、学者到民主斗士，是一个爱国主义所

走过的道路。他的思想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爱国主义思想自身合

乎历史逻辑的发展。他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他心目中的“应然”中

国与“实在”中国的矛盾运动。其思想突变起始于抗战后期他对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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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观念的扬弃。他目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日趋反动，认识到了国民

党的政府不能代表国家。他受五四精神的鼓舞和共产党人的影响，转而

从“人民本位”立场上认同了新民主主义方向。闻一多的思想转变，体

现了他作为一个先进知识分子与他所从属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广泛联系，

凸显了他在为人民的民主与和平的新中国而奋斗的事业中的特殊地位。

~~~~~~~~~~~~~~~~~~~~~~~~~~~~~~~~~~~~~~~~~~~~~~~~~~~~~~~~~
● 新书：

一、闻黎明《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1937-1946）》（全 2册）出版

2023 年 1 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

版了闻黎明《西南联 大与现代中国

（1937-1946）》（全 2册），该书围绕“西

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的主题，梳理了西南联

大师生从南渡至抗战胜利后复员的经历，其

间涉及该校师生在抗战时期工作、学习、生

活的方方面面，又以该校师生对抗战和建设

现代化国家的贡献为重点，生动地展示了西

南联合大学这座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不朽

丰碑以及八年办学中这所高等学府的师生

和中国人民一起谱写的光辉篇章。本书上下两册共十二章，另有前言、

代引、结语和后记：

第一章 痛南渡，辞宫阙：离别古都

第二章 驻衡湘，又离别：迁播西南

第三章 尽笳吹，情弥切：驻足春城

第四章 望中原，遍洒血：家国情怀

第五章 诗书丧，犹有舌：抗战宣传

第六章 抵绝徼，继讲说：文化传承

第七章 千秋耻，终当雪：投身战场

第八章 多难殷，忧国运：国民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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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兴业，须人杰（上）：学人问政

第十章 中兴业，须人杰（中）：呼吁和平

第十一章 中兴业，须人杰（下）：校园政治

第十二章 复神京，还燕碣：光荣复员

二、《闻一多塑像集锦》举行首发式

2022 年 11 月 24 日，在闻一多诞辰 123
周年的日子里，湖北省浠水县人民在闻一多

纪念馆举行《闻一多塑像集锦》首发式，以

缅怀革命先烈闻一多。

该书由民盟浠水县工委、县闻一多红烛

书画院、县闻一多纪念馆编辑，光明日报出

版社出版，收集了耸立在北京、青岛、武汉、

昆明等地的 63 尊闻一多先生塑像，收录了

十几位名家为闻一多题词，闻一多各时期的

照片、生平年表，另附有故乡浠水及巴河热

衷闻一多研究人士的若干纪念诗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 纪念闻黎明先生逝世一周年文章

李光荣《我与闻黎明先生的学术交往》（《传记文学》2023年第 2

期）生动回忆了与闻黎明先生的几件往事、相识的缘分、一项未了的工

作以及未竟的事业。“闻黎明先生是我认识较早、交往时间较长的著名

学者之一。我和他相差近十岁，沟通起来却没有障碍。这缘于我们对西

南联大及闻一多的研究和崇敬，当然，也与性格有关，他那种平易近人、

坦荡纯洁、真诚友爱、关心他人、乐于助人的品格恐怕是任何人都能接

受的。我与他的交往是纯学术的，没有掺杂别的任何东西，说我俩的关

系亦师亦友，并不是一句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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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乐平撰写的《深切缅怀闻黎明先生一一纪念闻黎明先生仙逝一周

年》，作者在文中对闻黎明先生编写《闻一多年谱长编》不存为尊者讳

的精神深感钦佩，高度评价了闻黎明先生主持《闻一多研究动态》在闻

一多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生动回忆与闻黎明先生的学术交往。作者在

文末说到：“闻黎明先生将他的终生，都奉献给了闻一多研究的事业，

他的闻研成果必将影响更多年轻的闻研工作者，激发他们研究出更多关

于闻一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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