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新诗教学和学生新诗写作漫谈

◎方长安 黄旭午

———方长安访谈录

方长安，武汉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写作》《长江学术》主编，武汉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写作
学会会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新诗研究、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出版
专著 9 部；发表学术论文 180 余篇，其中 40 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
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等全文转载。 主持完成 2 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课题，目前正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湖北省
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等。

名家访谈

｜名家访谈｜

  黄旭午：方老师好！ 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
访谈。 前不久，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美国诗
人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您是新诗
研究专家，我们今天就聊聊新诗。 诺贝尔文学
奖为什么会颁发给一位诗人？

方长安： 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一位诗人，
很正常啊。 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直抵生命本
真，书写存在的奥秘，是人类自我表达最凝练
的方式，历史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不少
啊， 比如我们中学生熟知的印度诗人泰戈尔。
所以，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黄旭午：我发现“传播”“接受”是您学术研
究的两个关键词，您为什么特别关注新诗的传
播接受问题？

方长安：研究新诗是武汉大学文学院的一个
传统，陆耀东先生、孙党伯先生、於可训先生在
新诗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我的导师
龙泉明先生是研究新诗的著名学者。 那么，我为
什么致力于新诗的“传播”“接受”研究？ 因为在
新诗研究界，诗人研究、作品研究和诗潮研究已
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关于新诗的“传播”与
“接受”研究则较少。 我们知道，新诗已有一百多
年的历史，它的发生、发展与传播接受是分不开
的。 读者接受的信息反馈到创作者那里，势必对
其创作心理和艺术想象产生一定的影响， 进而
影响到新诗的审美建构与艺术走向。 长期以来，
这方面的研究很少。 基于这一状况，我才将新诗
传播和读者阅读接受作为研究的重心。 我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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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不只是传播接受本身，而是努力从传播和接
受维度窥探新诗内部结构特征，看看新诗情感
空间、审美形式、艺术风格是如何生成的。传播
和接受研究属于新诗的外部研究，但我并没有
把这种外部研究孤立起来，而是努力将外部研
究与内部研究打通，目的是让我们对新诗的内
部有一个新的思考，找到深化内部研究新的突
破口。 2006 年开始，我在《学术月刊》《学习与
探索》等刊物组织新诗研究专题，算是这方面
研究的重要起点；2009 年，我申请获批了一个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并
陆续出版了《新诗传播与构建》《传播接受与新
诗生成》《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
等著作，致力于打通新诗的内外部关系。

黄旭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诗非常流
行，写作和阅读群体庞大；时至今天，新诗遭到
冷落，方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方长安：冷落也谈不上吧。 从我了解的情
况来看，目前写新诗的人还是很多的。 你看我
们湖北省潜江市，一个县级市，起码就有 100
多位热衷写诗的人，其中一些人的诗还写得非
常不错，不少人在《诗刊》等发表过作品，出版
过诗集。其实，现在写新诗的人还是很多的。互
联网这个传播媒介，也刺激了诗歌的创作与发
表。据我了解，生活中很多人经常写诗，并将作
品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与人共享。 有些人天
天读诗写诗。 由此可见，现在写诗歌的人还是
很多的。网络化时代，人们有很多阅读选择，也
有很多自我抒发的途径，诗歌应该说是其中之
一种， 虽然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火热，
但是也不能说遭到了冷落吧。

黄旭午：喜爱写诗的人的确不少，但读诗
的人却在减少，什么原因呢？

方长安：这个现象，我觉得可能与文学的

发展状况有关，也与读者阅读接受状况相关。 不
仅仅是诗歌，八十年代读小说的人也很多。 那个
时候某个人发表一篇小说， 大家都觉得很了不
起，是不是？ 如果你那时在《长江文艺》发表了一
篇小说，自己感觉会非常好，别人也非常仰慕。但
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你现在发表一个作品，
发表一首诗，发表一部小说，别人也不会觉得了不
起。 九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文学确实
开始边缘化；新世纪以后，电视和网络上形形色色
的节目，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它们成为了文学
阅读的替代品。 有了这些新的网络产品， 人们就
不一定像过去那样去读传统的纸媒文学了。 比方
说中央电视台的法制栏目， 里面有很多生活中真
实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以前是通过小说展示出来
的。 网络上的各种娱乐节目，诸如抖音，朋友圈里
的各种新闻信息， 成了传统小说、 诗歌等的替代
品， 它们一定程度上转移了读者的阅读视野与需
求。 现在读诗的人少了，也是正常现象。

黄旭午：也就是说，互联网发展到智能手机
时代，文学作品阅读被信息阅读替代了？

方长安：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现在写诗的
人还是很多的，但是读诗的人多不多？可能不多。
写的人确实不少，但写出来谁来读，可能是一个
问题，需要辩证地理解。 诗人写诗肯定有写诗的
冲动，在写作中释放内在情绪，表达某种愿望。诗
歌写出后有一个传播问题，它与一个时代的生产
力发展状况相关， 与一个时代的传播媒介相关，
智能手机时代， 诗歌作品的传播比以前更便捷，
发生影响的方式与效果也更复杂，这需要认真研
究。 我们正在准备启动一个项目，调查当下诗歌
写作与读者阅读状况，调查诗歌与读者文化生活
的关系。有多少人读诗歌，读哪些类型的诗歌，他
们如何理解诗歌与生活的关系，如何理解诗歌与
时代发展的关系， 与人的精神结构形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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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与社会文化发展相关的问题，与民众
文化素质提高相关的问题。 互联网智能化时
代，大众的文学阅读兴趣与倾向是否发生了变
化，如何变化，诗歌阅读在大众阅读中占多大
比例，这些都需要调查与研究。

黄旭午： 今年全国都在正式使用人教版
2019 年版部编教材， 第一单元是诗歌单元，与
2004 年版实验教材相比，有很大变化：部编教
材安排的中国新诗是郭沫若的《立在地球边上
放号》、闻一多的《红烛》、昌耀的《峨日朵雪峰
之侧》，《雨巷》《再别康桥》《大堰河———我的保
姆》撤掉了。 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方长安：将《雨巷》《再别康桥》等撤掉，编
者可能是从作品内容、格调的角度考虑，是不
是觉得它的调子相对来说比较低沉？ 闻一多是
一个爱国主义诗人，《红烛》是爱国诗歌；郭沫
若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更为开阔、豪放。 作
这个调整，编者可能是考虑到中学教育的实际
情况。 中学生文学教育主要是培养他们积极、
健康的人格，培养崇高的审美趣味，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所以，选择的作品基调要高昂些。 外
国诗歌的入选，可能是考虑到拓宽中学生文学
视野；昌耀是当代著名诗人。 这个单元新诗安
排，有现代的，当代的，还有外国的，比较全面。
编者增删作品，肯定有他的考虑，这个考虑与
中学文学教育的目的肯定有关系。

黄旭午： 部编教材对新诗作这样的调整，
中学老师该怎么教，方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方长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这首诗，是
郭沫若早期诗歌中一个代表性作品，表现了一
种磅礴的气势，一种精神气概。 你想想，这首诗
的标题“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意思是抒情主人
公站在地球边上吹号子，站在地球边上面向银
河和整个宇宙吹号子，展现五四新人的一种新

姿势，表现了人的解放、人的能量、人的气概，展
现的是空前绝后的新的世界观、宇宙观。 他是对
力的一种张扬，来自人的生命内部，是人的一种
强大精神力量的展示。《雨巷》比较低沉；《再别
康桥》也是表现知识分子情感，基调哀婉，但郭
沫若这首诗，他张扬主体的力量，展示的是“五
四精神”，是“五四”时期人的伟力的张扬。

黄旭午：部编教材没有选“朦胧诗”代表诗人
舒婷、顾城、海子等的作品，而是选了当代诗人
昌耀的《峨日朵雪峰之侧》，你怎么看？

方长安：昌耀的作品是很好的，从艺术的角
度看， 无论外在还是内在都是非常优秀的。“朦
胧诗”对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影响比较大。 对
于主编而言， 培养中学生积极、 健康的价值观，
是他要考虑的。 他可能考虑更多的是作品的格
调与审美风格，考虑作品对青少年精神上、情绪
上的影响。 其实，《雨巷》《再别康桥》艺术成就非
常高，但是主编他要这么改，肯定还是有他的道
理。 比方说，海子的诗歌，中学生可以读，肯定可
以读， 但是不是最适合中学生读的诗歌作品呢？
那就不一定。 他的作品很好，但是，你编这个书
给谁看？ 这个很重要，如果阅读对象是 30 岁 40
岁的人，那就无所谓，但是中学基础教育不光是
文学知识的传授， 还承担着积极健康人格的培
养，我觉得编者可能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 比方
说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不适合中学
生，“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题目看起来很阳
光，但是，这首诗基调、格调则很复杂。 真正读懂
这个作品，会发现它传达的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
绝望情绪，所以，它不适合入选中学教材。

黄旭午：部编教材把《大堰河———我的保姆》
撤换掉了，基于什么考虑？

方长安：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只能揣摩。
我觉得没必要撤掉。 撤换掉， 基于什么目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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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太清楚。《大堰河———我的保姆》从内容
上看肯定没有问题，它是对处在社会底层的保
姆的歌颂、赞美，它的气势、情感很丰富。 我想
撤掉的原因，第一，是不是篇幅有点长；第二，
审美把握上有分歧。 这个作品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觉得艺术、审美上很好，有些人则不这
么认为。 他那种大量排比句式的使用，从诗歌
写作来说，是不是值得去倡导的一种倾向？ 编
者肯定不会从内容考虑，而是从诗歌艺术这方
面去考虑的。 我觉得中学课本里面的诗歌，短
小一点，抒情一点，内容、艺术上更凝练一点为
好。

中学教材的编者编选诗歌，首先考虑的大
概是内容与格调。 什么样的作品适合中学生？
它不光是让学生获得关于诗歌的一些知识，还
要有助于培养他们积极、健康的价值观、人生
观、人文情怀；其次，考虑的是诗歌的艺术性。

黄旭午：新诗的教学，高中老师处理比较
随意，有的注重读和背，有的偏重分析和讲解，
还有的浮光掠影过一遍。 方老师有什么好的建
议给中学老师？

方长安：新诗教学，可能对一部分中学老
师有点难度，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去教授。 我个
人觉得中学教育是基础教育， 刚才所讲的，最
重要的应该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学生积极健
康的价值观的培养， 第二是审美趣味的培养，
两者不可偏废。那么，这个价值观、人文情怀的
培养，需要通过作品去发掘，通过作品去影响
学生。 当然，审美上，你需要把作品的特征、风
格讲出来。这对于中学老师，可能是一个挑战。
我们可以采用这样一些途径，比方说，你把新
诗和旧诗进行一个比较，很多老师喜欢古体诗
词、旧体诗词，觉得古诗读起来朗朗上口，也比
较容易给学生讲授，内容也容易把握。 现代新

诗语言文字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内涵是什么？
其实很难把握。 把新诗和旧体诗放在一起比较，
你会发现他们各有所长：旧体诗歌，为什么我们
觉得它好读好讲？ 第一，与新诗相比，旧体诗有
固定的、稳定的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它的意
象比较鲜明，画面感强。 第二，从内容上讲，很多
旧体诗表现的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
的、宁静和谐的那种生活情调，还有表现伦理层
面上的日常生活，比方说，杜甫的“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生活层面上，谁都能够认同它；价
值观层面，谁都觉得它好，是不是？ 再比方说，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抒发了中国人共有
的一种情怀，你只要有相似的一种经历，就很容
易懂它，理解它，体会它，不需要老师去讲，表现
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共有经验，具有普泛性。
新诗呢？ 它不是这样，它写的是个体诗人在特殊
的时空之中特有的一种情绪， 它所表现的内容
大都不具有日常性、普泛性特征，它是个体独特
情感的一种表达。 新诗表现特定时空之中喜怒
哀乐的情绪，它不可能具有共同性，这是新诗难
读懂的一面；其二，它的表达方式独特。 比方说
象征主义，比较难懂，它是用一个物来暗示另外
一种观念、一种情绪、一种情感，那种暗示性让
你无法去把它读懂；另外，现代诗人，很多在写
作中传达某种抽象的观念、思想，这种观念、思
想和读者有距离，如果不了解诗人的思想背景，
那你可能很难读懂。 比方说，某个诗人他写诗的
时候，表现西方存在主义思想，存在主义的观念
影响到他对生活的理解， 如果你没有这种知识
背景、思想背景，你想去读懂它，那肯定是很难
的。 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导致有些老师讲解不了
新诗的一个原因。 其实主要还是自己不太懂，你
如果是用一种鉴赏传统诗歌的眼光， 从旧体诗
词所获得的一种经验来解读现代诗歌， 那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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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困难。阅读新诗有什么方法，我觉得很难说，
对吧？ 这个可以借助于一些参考书，其实中学
课本里面新诗的数量也不是很大，做这个工作
并不困难，比方说，讲解闻一多的诗歌，你先了
解闻一多的生平、 艺术追求和创作的时代背
景，把他的新诗理论主张搞懂，还可以看看别
人对他诗歌的评价，这样，讲解他的新诗就不
难了。 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具体到诗人某一
首诗歌作品时，看看它在内容、审美上提供了
什么新的、独特的东西，你发掘出来，然后传递
给学生就可以了。 做好这些工作，讲解新诗就
不难了。

黄旭午：也就是要知人论“诗”，问题是老
师的讲解让学生有距离感，学生更倾向于自己
获得的真切体验，如何来平衡这种关系？

方长安：我觉得老师要引导。 中学生可以
自己去理解诗歌，这个很重要，要尊重他们。但
是他的理解也有可能与文本本身存在一些偏
差，老师肯定要去引导。如何平衡，是一个重要
的问题。 其实在大学里面也存在这个问题，你
要有一个知识背景的介绍，比方，一首诗，要了
解诗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他为什么写这首
诗？有些关于诗人的知识背景，需要介绍一下，
引导学生自己去理解。老师倒不一定说要把它
分析得非常透彻，但是你把知识背景介绍完以
后，可以提供几种理解的思路，便于让学生自
己去理解。 老师不一定要非常系统、透彻地去
讲解它，因为一首诗歌尤其是现代诗歌，它有
好多种解读方法，比方说《雨巷》这首诗歌，你
可以说它是一首爱情诗，一首情诗，也可以说
它是表现一个人理想追求过程中情绪的起落。
丁香一样的姑娘是一个象征性意象，你觉得它
象征着什么，如果从你的阅读经验出发，从你
的生活经历、经验出发，只要讲得通都可以。我

们要尊重学生的感悟力、理解力，进行合理的引
导，以提升其艺术鉴赏力。

黄旭午：新诗教学过程中，可能涉及到一些
专业词汇，比如说诗歌的节奏感、跳跃性、象征暗
喻，老师要不要把这些东西给学生讲？

方长安：这些内容肯定要讲，就看怎么讲。基
本的修辞方法， 我个人觉得最好是结合作品讲。
你抽象出来，孤立地讲，流于空泛，对中学生而言
效果肯定不好。所以，最好用具体的、有代表性的
作品讲。比方说节奏感，结合一个完整的作品，该
怎么讲？ 古典诗歌有古典诗歌的节奏，现代诗歌
有现代诗歌的节奏， 那么这个节奏到底怎么理
解？ 因为现代诗歌从它发生的那一天开始，和古
典诗歌的节奏，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 现代诗歌
注重自然性，所谓合乎自然呼吸。 人有生理上的
自然节奏，你说话、你呼吸都有这个生理上的自
然节奏性。 旧体诗受格律影响，秉持严格的节奏
观念，新诗不讲这个，它一切要顺服自然，这个自
然，和我们生理上的语气表达节奏有关，讲这个，
要结合具体作品，如果不结合作品，学生很难理
解。 节奏是诗性生成的重要途径，把握节奏需要
从生命特征出发，从诗性建构着手。

黄旭午：部编教材设置了学习任务群，其中
一个学习任务是文学阅读与写作，要求学生学习
写作诗歌。 教师要如何引导学生写作新诗？

方长安：新诗创作，看起来容易，其实很难。
你要写出一首自己满意又让别人觉得很好的作
品，很难。 为什么这么说？ 新诗发生的时候，当时
最重要的一个倡导者胡适，别人向他请教怎么作
新诗，他的答案是，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这是一
种没有原则的原则，意思是你只要会说话就会写
诗。 胡适的作诗观点和我们传统的写诗原则、经
验不同， 他把中国古典诗歌里面的那些规则、规
范全部打破了。 你怎么讲话你就怎么写诗，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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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讲话，谁都可以写诗。 今天那些口语诗歌
怎么来的？ 其实，从源头讲，是从胡适那里来
的。 写新诗，首先，要用白话来写；其次，它是
自由体，不太注重押韵，换句话说能够押韵就
押，不能押韵就不押韵。 新诗讲求自由，没有
规则， 你要自然地、 独具个性地进行情绪表
达、内容书写，而且要写出诗意，这就不容易
了。 如何引导学生写新诗？ 方法在哪里？ 其实
没有什么方法，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遵从自
我生命表达需要吧。

前几年，我有一个学理工的朋友，他有学
习古典诗歌的经验， 但不敢写古典诗歌。 后
来，他接触到新诗以后，按照“想怎么写就怎
么写”的原则，尝试写新诗，后来爱上了写新
诗，于是天天写，也不管写得好不好，他觉得
新诗这东西太好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可能
他确实有一种情绪、情感表达的需要，按自己
的想法直接去表达， 表达出来了， 他就很高
兴。 所以，写新诗，没有一套方法，可以想怎么
写就怎么写，就这么简单。 但是要写好，写出
真的诗， 有没有规则呢？ 也不能完全说没有。
写新诗的规则不是什么夸张、暗示、押韵……
不是修辞技巧问题，那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有
效的一种方法就是陌生化。 你写诗歌时，在遣
词、造句、句式上要追求一种陌生化。 所谓陌
生化，就是写新诗时，使用的语言和我们日常
的语言，和平常使用的合乎规范的、合乎语法
规范的句子句式不同。 如果你诗歌的语句是
日常生活的公共的语句，或者书面的、合乎语
法规范的语句，那它就难以生成诗意。 为什么
很多白话诗歌，你觉得没什么诗意、诗性？ 因
为，它使用的句子跟你讲的话是一样的。 你一
定要讲出别人讲不出来的东西， 你的句子、句
式要不同于他人，比方说主谓宾错搭，虽说可

能是个病句，但也许恰恰充满诗意。 要给读者一
种陌生感，一种冲击力，读者才会品味它，回味
它。 老师教学生写诗，可以把这个原则性的东西
讲给他听。 废名的《十二月十九夜》这首诗，有一
句“炉火是墙上的树影，是冬夜的声音”。 冬天的
炉火怎么成了墙上的树影？ 这不合常理，日常生
活中不可能这么说。倒映在墙上的树影是一种传
统诗意，但他不满足这个，他说炉子里面的火是
墙上的树影，就有新的冲击力，艺术感很强。炉火
是墙上的树影，你说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你能说
清楚吗？你说不清楚，你怎么讲都讲不清楚，讲不
清楚的东西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诗意的东西。这
个诗意与我们古典诗歌诗意不同， 它是现代的，
正常人不会这么说，即使是强调，也不会这么说，
这个就是陌生性。 废名这首诗里面还有一句“思
想是一个美人”，意思是思想是个好东西，但没人
像他这么表达。生活中，我们说花是美人，美人是
花，这很老套，是不是？ 当思想和美人联系在一
起，说“思想是一个美人”，这句子就有了诗意，这
就是陌生化的效果。 创造一些陌生的句子，让别
人去回味，去琢磨，这可能就是诗意生存的一个
法则。

黄旭午：方老师这么一讲，我觉得我也会写
诗了。

方长安：写新诗，首先想的是“话怎么说诗就
怎么写”，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其次，写的过程
中追求陌生化。 整首诗不一定很好，但总有一两
行闪亮的句子，也可以。教学生怎么写诗，在我看
来，暗示、夸张、对比、排比等并不重要；个体生命
感受、体验最重要，尊重自己的感觉与体验，进行
独特的表达，有生命质感的陌生化表达，在陌生
化言说中创造诗意。

黄旭午：中外诗歌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同一
意象，它所表达的感情有别，对于外国诗歌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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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您认为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方长安：中学语文教材上的外国诗歌一定

是精心挑选的名家作品，作品主题要么是爱国
主义，要么是抒发人类的共同情感，或者是描
绘大自然……虽然民族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
但诗歌表现的情感或体验却是共有的。讲解这
些作品，首先，还是要了解知识背景，比方说，
一首外国诗，作者是爱尔兰诗人，还是阿根廷
诗人，亦或是英国诗人，要清楚。不同国别的诗
人，文化上可能有天壤之别。它的文化背景、价
值观念，最好给学生介绍一下，一定要让学生
知道一位英国诗人和一位中国诗人，他们在写
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不同，这种不同，既
与文化传统有关，也与现代历史处境相关。 即
使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位诗人， 他的不同诗作，
也因历史情境不同，而有文化上的差异。所以，
讲外国诗， 一定要把这个文化差异讲清楚；还
有，表达的方式、方法不一样。诗歌中什么样的
句子是富有诗意的，不同的文化圈的人，其认
知不一样，这就需要比较了。如何比较？我们教
材中的外国诗是翻译过来的，是汉语写的外国
诗歌，那不是地道的外国诗，因为，你是用汉语
翻译的，其实是一首汉语诗歌，不能叫做外国
诗歌。 我们需要在比较之中辨析其特性，辨认
其诗性。

黄旭午：对，它是翻译来的。
方长安：翻译时，能不能完完整整地把那

些原诗里面诗意的东西表现出来？显然不完全
可能。所以，讲授部编教材雪莱的《致云雀》，如
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把这首诗的原语诗歌找
出来，比较着给学生讲，这个方法就比较好了。
讲雪莱的诗，首先要了解诗人雪莱，其次要了
解他的原诗，然后要了解汉语特点，只有在比

较中，才可能让学生有一个全面的认知。 外国诗
的比较教学，其实还是英语教学，这种方式可以
让学生体会到，从艺术的角度，把英语诗歌转换
成现代汉语诗歌，有直译和意译的区别。 从差别
中，让学生感知：文化的韵味是否出来了？ 诗意、
诗性的东西是否存在？ 这样，就能把学生带到一
个比较高的境界。如果让你讲授一首翻译成汉语
的外国诗歌，确实不太好讲，因为它不是地道的
外语诗歌。在上世纪初，那种翻译诗歌，很多人是
把它当成中国诗歌来看待的，比如胡适，他自己
翻译了一首外国诗歌，题为《关不住了》，他曾经
讲这首诗歌是他自己新诗成立的纪元，他的意思
就是说他翻译的这首诗歌就是他自己写出来的
诗，是他诗歌成立的一个标志。 他把这首翻译过
来的诗歌看成是他自己的作品， 有没有道理？
其实也有道理，但是，站在今天角度来说，也没有
道理。你能将自己翻译的一首雪莱的作品说成是
自己的作品吗？ 肯定不能这样说，大家会说你是
剽窃。在 1920 年代出版的一些诗集里面，诗人把
自己写的和自己翻译的诗放在一起，他们的意思
是这些翻译的外国诗歌就是中国诗歌。翻译成汉
语的外国诗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国诗歌， 因为，
汉语是几千年来慢慢形成的，里面所积淀、所包
容的是我们的民族传统，每一个词，每一句子，所
承载的是我们这个民族自己的文化，它承载的内
容和外文诗里面的内容不是完全对等的， 所以，
这里面涉及的问题比较多。 但是，如果我们大家
对比着去讲，那学生就会明白，而且他可能对诗
的理解就会清晰很多。 现在中学里面年轻老师，
很多外语基础比较好，不妨采用这种方法。

黄旭午：今天采访方老师，让我们从新诗传
播、教材编写、新诗解读、新诗教学、新诗创作诸
多方面收益匪浅。 谢谢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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