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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诗文精选》

前言

张艳梅    郭沫若（1892—1978），中国著名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
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号尚武，笔名郭鼎堂等。1892年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
庭。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和卓有成就的作家。他的代表作诗集《女
神》把现代自由诗的创作推向了思想和艺术的崭新高度，为现代新诗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
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作。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诗歌外，他的散文也别有风采，
为中国的新文学留下了大量文质兼美、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中有些优秀之作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散
文经典。此外，他在戏剧、小说、文艺论文创作上都不乏佳作；在翻译和文字学上也有贡献，所译德
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深受青年读者喜爱，甲骨文“郭说”对文字学研究影响深远。    《女神》
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出版于1921年8月，大部分诗作写于1919—1920年间，是其创作爆发期的作品
。“五四”新诗创作参与者甚众，既有现实关怀，也有浪漫抒情，但整体气势偏弱。郭沫若的登场使
“五四”新诗精神大振，气韵充沛，充满伟大的时代精神。郭沫若在新诗发展上的主要贡献：一方面
把“诗体解放”推向极致；一方面使诗的抒情本质与诗的个性化得到充分发展，以奇特大胆的想象、
瑰丽奇绝的语言、浪漫奔放的情怀，让现代汉语新诗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之上。    欧洲浪漫主义有
三大特征：描写大自然、反观内心、赞美宇宙，这些都在《女神》中得以体现。郭沫若喜欢描写崇高
壮美的事物，许多意象是亘古至今从未出现过的。《地球，我的母亲！》一诗是郭沫若歌颂自然的代
表性篇章，诗人把地球作为人类生命的养育者和人类幸福的创造者这一伟大形象来加以歌颂，把地球
呼之为“母亲”，并以神奇的想象力，把宇宙中的一切都看成这位“母亲”的化身。郭沫若作为诗人
，通过对自然的伟大创造力的描绘，显示了他对人类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美好未来的乐观信念。《晨
安》中的感情律动，如阵阵飓风和滚滚狂涛，不仅向着“我年轻的祖国”问候，而且向着“大西洋畔
的新大陆”、“太平洋上的扶桑”致意，向世界，向古往今来的伟大人物，向壮美的自然界一连喊出
了27个“晨安”，表现了诗人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世界和祖国带来的“千载一时的晨光”中的狂
喜。    《女神》体现了对自我的颂扬和对个性解放的讴歌。郭沫若以“狂飙突进”的激情，歌颂反抗
、叛逆，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精神。《天狗》证明“自我”是世间最有价值、最有力量的。郭沫若
作为诗人，在讴歌个性解放的同时，极力表现一种反抗、破坏和创造精神，热烈地赞颂古往今来的一
切叛逆者和革命者。《匪徒颂》更是直接歌颂反抗叛逆精神的名篇。诗歌以激昂澎湃的感情赞颂了“
一切的匪徒”，对他们三呼万岁，鲜明地表现了诗人强烈的反抗叛逆的精神。郭沫若创作的诗歌往往
选取许多古代历史和神话的题材，比如，共工与颛顼争帝，女娲补天，聂政刺韩相侠累，屈原的故事
，凤凰、天狗的传说，等等。这些题材本身多富于幻想、奇异，带有传奇性。郭沫若对这些故事和传
说进行加工、再造，使其借着诗人自己和整个时代的“生命泉水”而复活。诗人自己说是“要给他们
吹嘘些新的精神，加以激活，为我所用”，使其能以充分表达出个人和整个时代的突破束缚、追求自
由、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    朱自清说：“整个《女神》就是一部爱国主义诗歌。”《凤凰涅椠》的
意义，如作者所说：“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诗中的凤凰，既是伟大祖国的形象，也是诗人自己的
形象；既是与旧世界和人生的彻底决裂，也是创造光明理想的世界和人生的进行曲。在《炉中煤》中
。诗人把五四运动后的祖国比作自己爱恋的“年轻的女郎”，把自己比作炽烈燃烧的炉中的煤火。这
比喻不仅新颖奇特，而且含有深刻的寓意：红红的炉火象征诗人对祖国亦诚的心；而煤只有燃尽自己
才能发出光和热来，这又象征了诗人愿为祖国献身的怀抱，感到自己这“活埋在地底多年”的黑煤已
能“重见天光”，为祖国发出光和热的时机已到。《女神》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众多诗篇中具有各
种不同的表现形态：有时表现为对祖国的赞颂，有时表现为对祖国的眷念，有时表现为对阻碍祖国前
进的腐朽事物的诅咒，有时又表现为“报国济民”的英雄怀抱。而且诗人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
爱国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取得了血肉的融合。    《星空》是一本诗歌、散文、戏曲合集。如果说《女
神》是诗人的“呐喊”，《星空》就是诗人的“彷徨”。构成《星空》形象体系的依然是地球、大海
、星辰和太阳，色调却发生了变化：在黎明中奏着音乐的地球在“海水怀抱”中“死了”（《冬景》
）；在波涛汹涌中光芒万丈的新生的太阳惨然变色，“惨黄的太阳照临”着“可怕的血海”（《吴淞
堤上》）；“天上的星辰完全变了”（《星空》）；“囚在个庞大的铁网笼中”的大鹫代替了“从光
明中飞来，又向光明中飞往”的“雄壮的飞鹰”（《大鹫》）；“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上的“带了
箭的雁鹅”，代替了翱翔在更生的宇宙中的欢唱的凤凰（《献诗》）。形象与色彩的转换折射出时代
风云的变幻，诗人及社会心理、情绪的嬗变：由“五四”高潮期的乐观、昂扬，跌入退潮期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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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诗文精选》

彷徨，开始更深刻的求索。《星空》失去了《女神》的单纯性与统一性，多种音调、画面交换出现，
反映了历史彷徨期的复杂多变性。忽而是平和的声音、宁静的画图，诗行间透露出逃遁于大自然和远
古时代的企想；忽而是愤激的哀调、血腥的画图，面对黑暗的现实，“尝着诞生的苦闷”；忽而是跳
荡着欢快的乐音，绘着生机盎然的新芽，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星空》中的诗歌，虽缺乏《女神》
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在情感，但技巧却趋于圆熟：结构更严谨，语言更凝练、含蓄，感情也更
深沉。    《瓶》作于1925年二三月间，是一组爱情诗，由42首短诗组成。发表时由郁达夫作序，可以
说是《女神》和《星空》的诗情在爱情题材上的另一种流露。这里有火山般的热情喷发和奇特的想象
，表现了为浪漫爱情而献身的精神。爱情诗《瓶》是《星空》表现出的时代苦闷在爱情生活上的投影
。诗作所体现的缠绵悱恻的情调是郭沫若主情主义美学思想的自然延伸。    政治抒情诗《前茅》主要
写于1923年（1928年出版），《恢复》写于1928年初（1928年出版），标志着郭沫若诗风的转变。两部
诗集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的政治抒情诗，标志着其诗歌创作题材、内容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
前茅》取材于现实生活，对社会黑暗进行批判，表达愤懑之情，由对自然的歌颂转向对工农大众的歌
颂。作为诗人，郭沫若敏锐地感受到新的革命高潮逼近的时代气息，一面宣告与时代精神不相容的旧
的情感、追求的决裂；一面关注着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工农命运与斗争，热情呼唤着：“二十世纪的
中华民族的大革命哟，快起！起！起！”面对着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诗人没有任何悲观、苦闷与彷
徨，有的只是不屈的战斗精神，昂扬的乐观主义，以及对工农力量的确信，对于革命道路正确选择的
确信。《前茅》、《恢复》里的诗歌无疑已经“属于别一世界”，是无产阶级诗歌的最初尝试。这些
诗歌歌颂了工农大众，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激情，具有一种犹如鼙鼓声浪喧天的“狂暴”的力的美
；这些诗歌也带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初期难以避免的幼稚病，主要表现为把诗歌作为时代传声筒
的席勒化倾向，以及缺乏鲜明的艺术个性，标语口号化的倾向。    郭沫若本质上是一个抒情诗人，各
种体裁的作品都颇具浪漫之情，其散文创作同样表现得思想深刻、文采飞扬、特色鲜明。深厚的中国
古典文学和散文传统培育了郭沫若的文学素养，而西方近现代文艺思潮又对郭沫若的个性、思想和文
学创作发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所创作的散文作品内容广泛，有政论时评、写人记事、个人抒怀、游
记小品、杂文寓言、文艺论文，等等。郭沫若的散文不仅记录着时代的风云际会，而且真实生动地记
录了他个人在大时代的思想、生活和情感轨迹。他的散文写得隽永而又浓丽，深挚而又热烈。    “五
四”落潮，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的理想回到祖国，希望有所作为。但国内黑漆漆的社会、血淋淋的现
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理想破灭了，使他感到种种苦闷和空虚。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散文，既有对社
会黑暗的诅咒，也有对大自然的歌咏，悲愤和痛苦，忧伤和失望纠结在一起。《月蚀》《卖书》通过
个人贫困的遭际，向社会发出悲愤的呼叫。《梦与现实》《寄生树与细草》《昧爽》表达了理想破灭
的忧愤，以及对吞噬美好生命的现实的控诉。《路畔的蔷薇》等六章小品，牧歌式地抒发青春的欢悦
与离乡去国的孤寂。    在流亡日本的十年里，郭沫若除了埋头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和古代社会历史外，
还写下了大量的自传体散文，如《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途次》，以及《鸡之
归去来》《浪花十日》《痈》《大山朴》《达夫的来访》《断线风筝》《杜鹃》等。这些回忆性自传
散文，通过郭沫若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展现了中国近代
的社会生活和革命历史风云的生动画卷。    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归国投入抗战文化工作。他在这一
时期创作的作品，无论是论文、随笔、剧作还是小品，都紧紧围绕抗日救亡的主题。激发抗日的热情
，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面目，是他这一时期作品的基本思想内容。如《长沙哟，再见》，以清新流
畅的抒情笔调抒发了坚信抗日战争必定胜利的信心。这一时期郭沫若还写了一些清新隽永的散文小品
，那种俊逸的笔致，哲理的闪光，诗的意境，深深地打动着读者。这些作品包括《芍药及其它》《银
杏》《丁东草》《雨》《竹阴读画》《飞雪崖》等。这正是作者——作为一个战士——在那艰苦抗战
的峥嵘岁月里的生活的另一面记录。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郭沫若写了大量的杂文、文艺和时事论文
，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散文。其内容则集中转变为争取民主，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及时地揭
露蒋介石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发动内战的种种阴谋，为迎接新中国而高声呐喊。这期间，郭
沫若还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洪波曲》《涂家埠》《南昌之一夜》等。这些回忆散文不仅是珍贵的历
史记录，而且紧密地配合了当时的现实的战斗。浓郁的诗意，饱满的感情，是郭沫若散文艺术的最重
要的特色；表现自我，表现自己的思想、情趣和人格，是郭沫若散文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当然。我
们也应看到郭沫若艺术观和文学创作的局限。郭沫若在强调诗歌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密切联系的同
时，提出文艺必须充当政治的“留声机器”，以后又进一步宣称“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
’，而不必一定要做‘诗人’”，这就从根本上抹杀了政治与艺术的界限。郭沫若还把创作方法、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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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手法与政治倾向联系起来，宣布唯有现实主义才是“革命”的，“对于反革命的浪漫主义文艺也要
取一种彻底反抗的态度”，并将创作中的“灵感”、“主观”、“自我表现”不加分析地一律否定，
认为“纯粹代表这一方面的作品就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郭沫若
在《恢复》里放弃了最适合自己气质和才情的浪漫主义，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艺术个性。直到
《屈原》等历史剧作中，郭沫若才重新回到革命浪漫主义道路上来，重新找到了自己，他的创作才出
现了第二个高峰。郭沫若部分诗篇艺术水准不平衡，有的形式过于单调，有些诗篇中夹杂败笔。这些
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总之，作为开创一代诗风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作为风格独特、卓有成就的散
文家，作为中国文坛上的“多面手”，郭沫若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为现代汉语的
写作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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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诗歌 别离 夜 浴海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鹭鸶 火葬场 地球，我的母亲！ 夜步十里松原 匪徒颂 凤凰涅
槃 晨安 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 天狗 沙上的脚印 光海 新阳关三叠 梅花树下醉歌——游日本太宰
府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笔立山头展望 太阳礼赞 女神之再生 天上的市街 星空 黄海中的哀歌 创世工程之
第七日 瓶（节选） 黑夜和我对话 诗与睡眠争夕 们 水牛赞 孩子们的衷心话 骆驼 西湖的女神 波与云 玉
兰与红杏 归国杂吟 登南岳 登尔雅台怀人 喜雨书怀 和老舍原韵并赠（选一首） 双十 和金静庵 祭李闻 
再用鲁迅韵书怀 游别府 在瑞典首都游米列士园 咏五指山 在昆明看演话剧《武则天》 蜀道奇 满江红·
一九六三年元旦书怀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九六三年元旦书怀》 水调歌头·登采石矶太白楼 
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 散文 夕阳 《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 《辛夷集》小引 《雪莱的诗》小引 批评
与梦 梦与现实 再上一次十字架 芭蕉花 卖书 生活的艺术化——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 穷汉的穷谈一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离沪之前 鸡之归去来 东平的眉目 《铁轮》序 杜鹃 初出夔门 从典型说起——《豕
蹄》的序文 大山朴 由日本回来了 国难声中怀知堂 一位广东兵的诗 螃蟹的憔悴——纪念邢桐华君 向着
乐园前进 龙战与鸡鸣 历史·史剧·现实 芍药及其他 小麻猫 银杏 雨 驴猪鹿马 丁东草（三章） 追怀博
多 飞雪崖 甲申三百年祭 谢陈代新 竹荫读画 叶挺将军的诗 梅园新村之行 鲁迅与王国维 鲁迅和我们同
在 人所豢畜者 “十载一来复” 四月八日 涂家埠 南昌之一夜 入幽谷 读《随园诗话》札记（节选） 科
学的春天——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郭沫若年表（1892—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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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芭蕉花 这是我五六岁时的事情了。我现在想起了我的母亲，突然记起了这段故事。 我的母
亲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贵州省黄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杜琢章公是当时黄平州的州官。到任不久，便遇到
苗民起事，致使城池失守，外祖父手刃了四岁的四姨，在公堂上自尽了。外祖母和七岁的三姨跳进州
署的池子里殉了节，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难了。我们的母亲那时才满一岁，刘奶妈把我们的母亲
背着已经跳进了池子，但又逃了出来。在途中遇着过两次匪难，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银首饰，第二次被
劫去了身上的衣服。忠义的刘奶妈在农人家里讨了些稻草来遮身，仍然背着母亲逃难。逃到后来遇着
赴援的官军才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贵州省城，其次又流到云南省城，倚人庐下，受了种种的虐待，但
是忠义的刘奶妈始终是保护着我们的母亲。直到母亲满了四岁，大舅赴黄平收尸，便道往云南，才把
母亲和刘奶妈带回了四川。 母亲在幼年时分是遭受过这样不幸的人。 母亲在十五岁的时候到了我们
家里来，我们现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听说还死了一兄三姐。那时候我们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
扫要和妯娌分担，母亲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赘。 白日里家务奔忙，到晚来背着弟弟在菜油灯下
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时还亲眼见过，我至今也还记得。 母亲因为这样过于劳苦的原故，身子是异常
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在旧时称为“晕病”，但在现在想来，这怕是在产褥中，因
为摄养不良的关系所生出的子宫病吧。 晕病发了的时候，母亲倒睡在床上，终日只是呻吟呕吐，饭不
消说是不能吃的，有时候连茶也几乎不能进口。像这样要经过两个礼拜的光景，又才渐渐回复起来，
完全是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这晕病关联着的。 在我们四川的乡下，相传这芭蕉花
是治晕病的良药。母亲发了病时，我们便要四处托人去购买芭蕉花。但这芭蕉花是不容易购买的。因
为芭蕉在我们四川很不容易开花，开了花时乡里人都视为祥瑞，不肯轻易摘卖。好容易买得了一朵芭
蕉花了，在我们小的时候，要管两只肥鸡的价钱呢。 芭蕉花买来了，但是花瓣是没有用的，可用的只
是瓣里的蕉子。蕉子在已经形成了果实的时候也是没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几乎还是雌蕊的阶段。
一朵花上实在是采不出许多的这样的蕉子来。 这样的蕉子是一点也不好吃的，我们吃过香蕉的人，如
以为吃那蕉子怕会和吃香蕉一样，那是大错而特错了。有一回母亲吃蕉子的时候，在床边上挟过一箸
给我，简直是涩得不能人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亲的晕病关联着的。 我们四川人大约是外省
人居多，在张献忠剿了四川以后——四川人有句话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在清初
时期好像有过一个很大的移民运动。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会馆，便是极小的乡镇也都是有的。 我
们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宁化县，听说还有我们的同族住在那里。我们的祖宗正是在清初
时分人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个小小的村里。我们福建人的会馆是天后宫，供的是一位女神叫
做“天后圣母”。这天后宫在我们村里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岁时候的事了。我们的母亲又发了晕病
。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岁，同到天后宫去。那天后宫离我们家里不过半里路光景，里面有一
座散馆，是福建人子弟读书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散馆已经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后了。我们隔着窗
看见散馆园内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刚好开着一朵大黄花，就像尖瓣的莲花一样。我们是欢喜极了
。那时候我们家里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处都找不出。我们商量着便翻过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
也不过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时还不能翻过，是我二哥擎我过去的。我们两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
来，二哥怕人看见，把来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里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献给母亲。我捧着
跑到母亲的床前，母亲问我是从甚么地方拿来的，我便直说是在天后宫掏来的。我母亲听了便大大地
生气，她立地叫我们跪在床前，只是连连叹气地说：“啊，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
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们都哭了，但我也下知为甚么事情要哭。不一会父亲晓得了，他又把我们拉
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们一阵。我挨掌心是这一回才开始的，我至今也还记得。 我们一面挨
打，一面伤心。但我不知道为甚么该讨我父亲、母亲的气。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别处园子里掏了
一朵回来，为甚么就犯了这样大的过错呢？ 芭蕉花没有用，抱去奉还了天后圣母，大约是在圣母的神
座前干掉了吧？ 这样的一段故事，我现在一想到母亲，无端地便涌上了心来。我现在离家已十二三年
，值此新秋，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思念着母亲，我一阵阵鼻酸眼胀。 啊
，母亲，我慈爱的母亲哟！你儿子已经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时摘取芭蕉花的故事
，为甚么使我父亲、母亲那样的伤心，我现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
取色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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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郭沫若诗文精选》精选了郭沫若这位文化巨人各个创作阶段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丰富、空
间广阔、内含深厚，文笔细腻、优美，语言通畅、雄健，文体结构大开大阖、快速、错落、锐利，时
而平实、时而空灵、时而拙朴古雅，融悲怆与幽默、繁华与恬淡为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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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时代变迁，巨匠的作品依旧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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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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