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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五年四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 《屈原 》论著
。

到了一九四一年
, 又由群益出版社

出版了 《屈原研究 》一书
。

一九四二年又作了 《屈原思想 》
、

《屈原与盆雅王 》
、

《屈原
∃

招魂
·

天问
·

九歌 》等论文
。

郭沫若说
% “屈原不仅是存在

,

而且很幸运地连他的生卒



他只看到在上的力量
,

而不认识在下的力量
。

郭沫若认为
, 屈原如果能够认识民众的力

盆
,
能够领导群众起来抗争

,

凭借 当时楚 国的先进武器

—
铁 , 那末 “

秦
、

楚的争粉真

是未知鹿死谁手” 2 ,第三
、

屈原思想里存在形而上学观
,

一面怀疑
“
神权

” , 一面又承

认上帝与土伯的存在
。

这是屈原作为一个艺术家而非思想家的原因所致
。



自然知道艺术创造的规律
。

他的如此这般的艺术处理
,
恰恰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 坚持

了历史真实精神的反映
,
而同时又坚持了艺术创 造的规律

,
从而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

实的高度统 一
。

此 稗 照 《
,

是屈 作品 沫 但 剧



念的影响是巨大的
,

是使我国成为文明礼仪之邦的重要内在因素
。

绍四
,
对文艺

、

拍学思扭的影晌
。

有人认为
,

老 子以 “法自然” 的哲学息想为蓄础
,

提倡

自然本色的整 美 视事物内在的本 美 过度文饰 强调质朴 虚实相统 的 无 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