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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罗田上村，田野碧绿、

草木青葱，溪水如玉绕“承德第”流

向远方，仿佛诉说一个遥远故事

——“我的故乡，远出南海一百里/

有天末的热气和海里的凉风/藤荆

碍路，用落叶和谐/一切静寂，松荫

遮断溪流。”李金发在诗中这样描

写故乡梅县梅南镇罗田上村。

李金发（1900—1976），原名

李权兴，又名李淑良，“李金发”是

他用得最多的笔名。因诗歌，他被

朱自清称为将“法国象征诗人的手

法”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因

雕塑，他把西方的雕刻技法与中国

传统人文精神相结合，开展现代雕

刻艺术教育，被李石岑誉为“我国

雕塑界之泰斗”。蔡元培为他题写

对联——“文学纵横乃如此，金石刻

画臣能为”。

在中国现代文学和艺术史上，李金发以诗
人、雕塑家的身份出现，但他也写过小说、拍过
电影，也曾携笔从戎、从政、从商，无论是有意
为之还是无心插柳，他在当时的开创性都是毋
庸置疑的。为此，羊城晚报记者特地专访了嘉
应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博士张劲松。

羊城晚报：李金发的诗歌是“中国象征诗
歌的开山者”，这样的评价在当时语境下有怎
样的意义？

张劲松：20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其实
已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百花园，已经有文学研究
会的“人生派”和创造社的“浪漫派”的诗歌实
践，还有小诗派、湖畔诗派和新月诗派等，而李
金发的诗歌属于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自此，
在诗歌的写实与抒情之外，又开辟了象征主义
的第三条文艺传统，这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源
头，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也不为过。

“中国象征诗歌的开山者”的说法其实只
是当时众多评价中的一种正面评价，因为语言
文、白、洋夹杂，欧化严重，内容又晦涩难懂，所
以李金发的诗歌一问世就面临着两极化的臧
否与纷争，即使到了他离世的时期，主流文学
史的评价还是如此，个中原委当然很复杂。有
些实验性的先锋创作是超越当时语境的，既然
是开路的文艺先锋，遇到或肯定或否定的褒贬
声音都应该被看作是题中应有之义。大浪淘
沙，作为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阵营盗取火种
者，现在李金发已经毋庸置疑地稳居“中国象
征主义诗歌之父”位置。

羊城晚报：李金发的诗文曾多次写到故乡
的场景，并通过一些意象进行表达，他为何会
形成如此独特风格？

张劲松：每个人都有自己地理意义上的故
乡，写作时相应亦有精神上的原乡。写作时童
年时候见过的自然物象和乡土风物不自觉地
会诉诸笔端形成意象，李金发也是如此。作为
一种精神资源，乡土意象肯定是他创作时不可
或缺的一环，何况他还亲自搜集整理了家乡山
歌集《岭东恋歌》。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乡土意
象肯定不是唯一的一环，他的精神资源是多元
的，如美术的影响、文学资源上更是一连串的
中西诗人和文学家的影响，单意象来说就有

“荒原”意象、“城市”意象、“微笑”意象、“死
亡”意象、“黑夜”意象、“雨”意象、“色彩”意
象、“舟船”意象、“上帝”意象等等，有些意象
确实是我们的文化里缺失的。

羊城晚报：李金发的雕塑具有怎样的艺术
特征？他的一些理论著作对后世产生了哪些
影响？

张劲松：李金发的专业是现代雕塑，回国
后也一直在各校从事雕塑的教学与美术院校
的管理工作，在雕塑方面他崇尚的是具有“高
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语）之审美
理想的古典写实雕塑，从整体上来说，其近 30
来座雕塑作品具有构图分明、造型严谨、比例
精确、含蓄柔和、凝重朴实的艺术特点。

另外，李金发还在各类文艺杂志上发表了
大量的文艺类文章，对社会进行审美教育和艺
术引导，他在艺术的本质论、起源论、创作论、
价值论方面都有融合了各派理论后的自圆其
说观点。整体来看，李金发的文艺观有一定的

“贵族化”倾向，也有些偏于表现论与理想主
义，表现在实践上就是其文艺创作并不会为了
迎合现实的需要而迁就或妥协，在艺术教育方
面也是坚持己见，如 1936 年在主政广州市立
美术学校期间，因大刀阔斧的教学改革而饱受
争议。这种不为世俗所动的胆识，坚持自己的
审美理念和教育观念的文艺实践无疑是可贵
的，即使在有些方面并不能尽如人意，但其在
中国现代雕塑艺术之路上筚路蓝缕，披荆斩
棘，改变了人们的雕塑观念。

羊城晚报：目前对李金发的研究有什么新
的方向和发现？

张劲松：现在在知网上输入篇名李金发，
能够查询到303条结果，其中2023年 2篇，2022
年 7 篇，2021 年 10 篇，2020 年 4 篇，最早的是
1983年1篇；被引次数最多的前三名都是发表
于《新文学史料》上的文章，谢冕《中国现代象
征诗第一人──论李金发兼及他的诗歌影响》
（2001.5.22）17 次，孙玉石《论李金发诗歌的意
象构建》（2001.5.22）15 次，丘立才《李金发生
平及其创作》（1985.8.22）14 次；下载次数只有
10 篇超过 1000 次，最多的也只有 1858 次，其
余都是 1000 以下。由此可知，李金发研究从
来不是热点，现在来说，其诗歌似乎只有文学
史价值了，社会上的普通读者可能很少会去阅
读其诗歌。这与其诗歌的可读性以及身份的
流变性相关。

至于要想有新的发现与新的研究方向，无
非是史料出新与视角出新，如知网最新的一篇
凌孟华《鲁迅藏李金发诗集二种疏考》就算是
史料出新，这是比较难的，因为史料有限；而视
角出新可能相对容易一点，因为从理论上来
说，视角是无限的，如诗人或艺术家之间的比
较研究，雕塑和诗歌的影响研究等等，可能就
比较容易把握一点。

1925年2月16日出版的《语
丝》杂志第14期，一首署名为李
淑良的《弃妇》诗横空出世：“长
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隔断了一
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
枯骨之沉睡……弃妇之隐忧堆
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将
时间之烦闷/化为灰烬，从烟突
里 飞 去/长 染 在 游 鸦 之 羽
……”。

此诗一发表，马上引起诗
坛震动，一时众说纷纭，褒贬
不一。但无论如何，《弃妇》的
诗歌形式、语言、意象、手法及
透过这些表达的情感对于当
时的诗坛来说都是新奇而瑰
丽的。同年8月，《语丝》第41
期上发表《时之表现》，首次署
名李金发。从1925年至 1927
年，李金发连续发表诗集《微
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
歌》，以一个奇怪的诗人、年轻
的诗人、高产的诗人的形象出
现在中国文坛，甚至直接被称
为“诗怪”。

李金发的诗歌从时代来
看，是“五四”白话文写作之后，
中国新诗兴起以来出现的别具
一面的语境表达；从技法来看，
他深刻学习并引进了波德莱尔
等的象征派艺术；从精神内涵
来看，实现了西方现代文艺精
神和中国传统精神的融合，但
由于格式、语法、语言、意象的
选取和夹杂，有时难免显得晦
涩、神秘、难懂。因此，从李金

发诗歌发表之初就饱受抨击，
但喜欢和追随模仿者也众多。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
系诗集》中，就不按习惯地选取
了李金发的19首诗，总数排名
第四位，仅次于闻一多、徐志
摩、郭沫若。可见，朱自清对李
金发诗歌的欣赏，“他的诗没有
寻常的笔法，一部分一部分可
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
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式
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
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
得自己穿着瞧。”

“《弃妇》的出现预示了新艺
术转移的萌芽。判断它的价值，
艺术探索的意义尚在其次，冲破
习俗的勇敢抗争比艺术的倡导也
许更为重要。”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冕在《中国
现代象征诗第一人——论李金发
兼及他的诗歌影响》中这样写
道，同时他认为“李金发的出现
宣告了新诗象征表现的开始。”

李金发代表的象征派与徐
志摩代表的新月派、郭沫若代
表的自由派形成了当时中国诗
坛的新气象，“许多人抱怨看不
懂，许多人却在模仿着。”胡也
频、石民等年轻诗人受李金发
影响巨大，此后以王独清、穆木
天、冯乃超为代表的创造社诗
人发展并延续了象征派的特
点，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戴望
舒、卞之琳等人为代表的中国
现代派的诗歌。

被朱自清称为将“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被李石岑誉为“我国雕塑界之泰斗”……

李金发的艺术人生：文学纵横 金石刻画

1900 年 11 月，李金发出生在罗
田上村“承德第”，在“勤俭”和“字墨
算盘”的家庭教导中成长，六岁入本
乡蒙馆“破学”读书，1915 年入高等
小学，1917 年冬毕业但由于教育改
革没有拿到文凭，于是退学。

“退学后，住在家里真是彷徨中
途，心头非常苦闷，日长无事，开始
看《桃花扇》《牡丹亭》及《随园诗
话》，渐渐地写一些旧诗，读《玉梨
魂》的时期已经过去。想多读英
文，又不得其门而入……”多年后，
李金发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18 年年初，李金发与同学一
起赴香港，先在谭卫芝补习学校读
英文，后转入圣约瑟中学；当年夏，
李金发考入上海留法预备学校；11
月，他与林风眠等六十多位有志勤
工俭学的青年一起离沪赴法，抵达
后在枫丹白露市立中学学法语。

1920 年夏秋，李金发和林风眠
等同乡转到布卢耶尔市立中学就
读，1921 年春又转入第戎国立美术
专科学校，接受最初的美术启蒙教
育。此后，在该校校长的介绍下，
到国立巴黎美术学院深造。这短短
的一年半，李金发首次确定了自己
事业的方向，完成了从语言学习向
艺术学习的过渡和转换。

“我一面在课堂上勤苦学习，一
面在下午学刻大理石，材料由学校
供给，自己当然负担不了。这于我
是千载一时之机，幸没有错过……
因为学校里只是做人体，没有做肖
像的机会，不得已时时拿黏土回来
斗室，练习肖像，其局促之处不难
想象了。”从李金发的回忆可见其
对雕塑艺术的热爱以及勤奋程度。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2 年春，
李金发为同学林风眠和刘既漂各
做了一个石膏头像，并雕刻成花岗
岩石雕像，送到规格很高的巴黎春
季展览会，没想到居然入选。值得
一提的是，这是中国人的雕塑作品
第一次入选巴黎美展，因而引起轰
动。

在巴黎学习期间，李金发还阅

读了大量的经典文艺作品，如饥似
渴地汲取艺术的养分。他说：“雕
刻工作之余，花了很多时间去看法
文诗，不知什么心理，特别喜欢颓
废派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魏尔
仑的象征诗，将他的全集买来，愈
看愈入神……”。就是这一期间，李
金发写就了日后轰动整个中国诗坛
的《弃妇》。

1922 年冬，李金发与林风眠、
黄士奇、林文铮结伴到德国柏林游
学。在柏林，李金发一面练习雕刻
和油画，一面仍以极大的激情创作
了大量的诗歌。1923 年，他先后编
定了第一本诗集《微雨》和第二本
诗集《食客与凶年》。1924 年，李金
发回到法国，并与屐妲结婚；当年
秋，李金发受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
邀请，携妻子取道意大利回国，受
聘为上海美专雕刻教授。当时，他
还编定了第三本诗集《为幸福而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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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轰动诗坛：中国现代象征诗第一人

1924 年年底，李金发踌躇满
志回到上海，希望以自己所学推
动新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和萌芽。
但受国内形势影响，上海美专当
年招生竟然无一人报考雕刻专
业，李金发从学成归来的艺术家
成了失业的艺术家。

1925 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
全球征集雕像而不得。孙科聘李
金发为孙中山陵墓设计图案评审
顾问，并请其试做中山胸像。“当
我初把像模展开给宋老太太来参
观的时候，她感到这种生动，吓得
一退……”李金发在《做总理铜像
的回忆》中谈到。

此后，李金发在上海见到蔡
元培，蔡为李金发的《意大利及其
艺术概要》《雕刻家米西盎则罗》
两书题写书名。1928 年，国立杭
州艺术专科学校（现 中 国 美 术 学
院）创立，林风眠任校长，李金发
担任中国第一个雕刻系的系主
任。西湖教学，学生不多，但李
金发总算是开启了现代雕塑艺
术的教育之路。然而，他并不感
到如意，遂开办了一家“罗马工
程处”的雕刻公司，在教学与生
意之间穿梭的李金发还是创作

出了我国最早的一批现代雕塑
艺术作品。

1931 年，李金 发 辞 去 职 务 ，
回到广州另谋出路。此间，他铸
造了伍廷芳雕像，如今这座雕像
置于广州越秀公园，依旧神采非
凡。伍廷芳铜像完工后，应当时
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之邀，又制作
了邓仲元铜像，该铜像为一座高
十 英 尺 的 戎 装 立 像 ，身 披 军 大
氅，右手叉腰，左手扶指挥刀，充
满威武之气，铜像原立于邓仲元
遇刺的广九车站，后移至黄花岗
七 十 二 烈 士 陵 园 。 据 统 计 ，从
1925 年 至 1937 年 ，李 金 发 先 后
制作了雕塑作品十几件，多为人
物塑像或雕像。

李金发的雕塑作品虽然多为
应酬或商业之作，但仍有其艺术
价值。他在用西方雕塑艺术注重
肌肉纹理、面部表情的基础上，更
加注意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而
李金发在谈到自己的雕塑作品
时，却坦言：“我直到现在所作的
雕刻没有一个是自己满意的创作
……”

然而，我们还是不得不提李
金发主编的《美育》杂志，该杂志

创刊于 1928 年 1 月，开展以“快慰
身 心 ”和“ 陶 冶 性 情 ”为 目 的 美
育。《美育》杂志的前三期，图文并
茂，印制精美，在当时的艺术界可
谓耳目一新。文字方面，由李金
发、徐蔚南、李树化等撰文或翻
译，介绍意大利、法国、德国的名
家大作；图片方面，刊登古埃及、
古希腊、古罗马等雕塑作品；绘画
方面，介绍拉斐尔、马奈、莫奈、福
尔克等人的作品。李金发还撰写
了《艺术之本原与其命运》等六篇
有关美学和艺术理论的论文。由
此可见，李金发身体力行推动现
代艺术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

【本文参考文献：1. 东方出版
中 心 ，陈 厚 诚《李 金 发 回 忆 录》2.
百花文艺出版社，陈厚诚《李金发
传》3. 花城出版社，诗画双馨——
林风眠、李金发诞辰 100 周年纪念
文集》4. 长江文艺出版社，周良沛
编选《李金发诗选》5. 四川文艺出
版社，陈厚诚、李伟江、陈晓霞《李
金发诗全编》。李岳萱先生（李金
发侄子）、林勇军先生对此文亦有
贡献。】

叁 践行美育：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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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发作品

壹 万里求学：从罗田上村到法国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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