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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岸先生是当代重要的翻译家和诗人，迄今已走过六十多年的诗歌旅程。他在耄耋之年依然保有丰沛的诗情，激情
不减又内蕴深邃，正印证了其诗句“深秋有如初春”。2010年11月20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人民文学出版社、首
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屠岸诗歌创作研讨会”在京召开。诗人、学者，以及屠岸先生的故交新友近50
人与会，提交论文30多篇。与会者对屠岸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念进行了热烈的研讨，一些新的诗学生长点就此彰显出来。
这次研讨会涉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对屠岸为中国当代诗歌所作贡献的衡估与肯定。首都师范大学吴思敬教授在致辞中对屠岸的高洁人品表示敬重，称
屠岸是诗坛一株当之无愧的“世纪之树”。他认为屠岸拥有诗化的人生，一生与诗相伴，生命与诗相结合，把诗视为宗
教。屠岸既是诗人又是翻译家，他对西方浪漫主义诗人非常熟悉，尤其对济慈情有独钟，他翻译的《济慈诗选》获得了第
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屠岸是学者化的诗人，对中国诗歌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从济慈那里引用提出的“客体感受
力”是对当代诗歌理论的一项重要启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指出，屠岸创作诗歌的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出
版诗集及诗歌译著多部，成绩斐然，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屠岸以其颇有造诣的诗才使他的翻译清新自然、
圆润流畅。他认为，中国新诗的创作与发展和西方诗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处理借鉴与原创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形成自
己的风格，屠岸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认为，屠岸先生在外国诗歌翻译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还
未获得应有的评价。比起新诗创作、诗论评说，他更推重屠岸在诗歌翻译方面所作出的精神坚韧而异常杰出的贡献。他提
到屠岸选译的《英国历代诗歌选》，认为屠岸在诗歌翻译中坚持了济慈关于诗歌创作的美学观念：“客体感受力”，使得
译诗更具有了中国民族诗的韵味与感觉特色，形象与声韵相结合，实现了诗歌翻译的再创造。林莽、刘福春在发来的贺信
中认为屠岸作为诗坛前辈，在诗歌创作和翻译等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尤其是近年来，对中国诗歌的关注，对诗坛新生
力量的引导和帮助，使他得到了诗坛的普遍爱戴和敬重。 

 知人论世，对屠岸精神、人格与其诗品融汇互文的赞誉。北京大学谢冕教授在题为《他周围浓浓的书卷气》的发言
中说，他在上世纪40年代末即在书中远望、仰望着屠岸先生，80年代在学术活动中得以近观后依然仰望着先生。屠岸待人
诚恳、认真、周密、细致、谦和，对晚辈平易近人，厚爱有加。他认为，雍容、儒雅是先生的形，亲和、中正则是先生的
神。屠岸是一位让人打内心敬重的智慧长者，博学多才，西学积蕴深厚，他的新诗最为人称道，而其中十四行体致力犹
多，此外又有深厚的旧诗功力，著有《萱荫阁诗抄》，他的诗歌吟诵也是业界一道非常漂亮的风景。谢冕娓娓谈到，屠岸
是江苏人，江南人性情温和，他身上浓浓的书卷气使人不得不对他产生一种敬畏敬重之情。不过，人们一般为屠岸的学者
风范所折服，不易察觉其刚正、固执、坚定的一面。他比较了屠岸与牛汉两位性格迥异的诗人：牛汉率直，正气凛然，有
北方人的豪爽，但刚中有柔，他的温情是别人不容易见到的；屠岸则是柔中有刚，这一点在屠岸《生正逢时——屠岸自
述》一书的尾声中体现出来，他爱憎分明，不肯退让，对周作人、张爱玲等一些人提出严厉批评。由此，他认为屠岸代表
的不仅是一种智慧，而是一种尊严、一种正义。吴思敬也提到，屠岸在与济慈的对话中获得了一种生命的启示，他对诗的
忠诚与热爱一直坚持了几十年，包括文革时期，诗帮助他度过了最黑暗的年代，他始终坚持对真与美的执着追求，体现着
人品与诗品的高度统一。老诗人成幼殊作为屠岸的诗友故知，在会上热情回顾了青年时期的屠岸，回忆了他们创办《野
火》诗歌会的经历，评述了屠岸早期的诗歌创作，见证了他们诗的友谊。她说，当年的屠岸有着生动的形象，可谓“诗如
其人，人如其诗”，沉静、纯净、清澈，很有风骨。她从与屠岸的诗歌交往中读到屠岸诗歌有“一贯清亮的笔调”。诗人
灰娃谈到屠岸一生笔耕不辍，译诗写诗均数量多，质量高，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大，他的工作在社会转型时期给了我们可资
借鉴的依据，优美的文笔拓展了我们审美的领域。屠岸的自述《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则表明他以一个知识分子、一
个人文学者的身份对社会发言，以一个人文学者的良知引导社会的价值走向，辨明是非，守住人的尊严。灰娃也提到屠岸
为家人安排的每周一次的家庭诗会，与朋友聚会朗诵诗歌的活动。她认为，在今天社会价值取向混乱的情况下，屠岸诗的
人生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都是我们的榜样。潘凯雄发言中也谈到，屠岸文如其人，富有学养，其诗歌处处潜
藏着一个“爱”字，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亲人师友，大我其和，小我其行，内外共体，不可分割，这种融大小于一体的
诗歌创作在今天仍然具有针对意义。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张同吾称屠岸先生是诗界仁者，他温文儒雅、宽厚善良的人格精
神令人敬仰，这种精神融入了他的诗歌创作中。 

 对屠岸新诗创作成就的探讨。屠岸新诗创作大体包括白话自由体诗与十四行体诗两个部分，对它们的艺术特色和风
格的探讨是本次研讨会的集中关注点。诗人鲁煤谈到屠岸诗歌对政治性题材的处理问题。他分析了屠岸的两首诗作《打谷
场上》和《童话》，认为这两首诗处理的同是有一定革命政治性意义与价值的题材，但并未妨碍、损伤审美，诗人对人
性、心灵的发掘使其获得了诗的品格。孙玉石认为屠岸的新诗创作是中国新诗史上连绵不断的高峰中的一座，而多方面的
素养与基础则造就了屠岸在诗歌领域的攀登中引人注目的光芒。他具体解读了屠岸40年代的两首新诗《燎市者》、《梦幻



曲》，认为这两首诗既有鲜锐的革命激情与思想，但又隐藏在一种比较朦胧、比较淡定的艺术形象塑造里，显示了一种戴
望舒所说的诗应当出于“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的艺术实践的尝试，是值得推重、崇尚的作品。潘凯雄认为屠岸
的白话自由体诗蕴藉含蓄、凝练节制，在整体上既符合诗歌有节制的形式要求，又尽可能与吟咏对象拥抱，在锤炼有限的
形式中伸展无限的思绪与情愫，营造出独特的意境与魅力。莫文征（人民文学出版社）梳理了屠岸诗歌创作的几个阶段，
评析了各个阶段的艺术特点。他指出，屠岸40年代作品的发展历程是“诗意由清淡略带朦胧，进而率真单纯，再进而丰盈
饱满；诗风则由稚气略带几分虚幻，变成谨严而成熟” 。70年代至80年代的创作则“把情绪和思想溶解在冷却的文字
里”，浅层的表述少，深入的探索多，文字更加精当准确，鲜明流畅。90年代年届古稀的屠岸有丰沛的创作成果，表现出
长久新鲜的创造力。他认为，屠岸诗作的最显著特征及真正价值是包含时代精神，为时代而呼号呐喊，但又是真正的诗，
不是标语口号。邓荫柯（春风文艺出版社）从阅读感受出发，认为屠岸长期致力于欧美诗歌尤其是莎士比亚和济慈诗歌翻
译，从前者学得了对普世道德价值观的坚守和驱遣语言文字的出色功夫，从后者学得了纯洁奔放的进击锐气和对真理自由
不间断追求的毅力。屠岸还致力于在平常的生活中发现诗意发现美，关注当代世界种种问题，对传统美德和思想遗产执着
坚守，使其诗作呈现出一种坚执内敛安谧典雅的风格，有着“冷静的睿智哲思和炽热的人间情怀”。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
校傅天虹教授则从汉语新诗的自由化与格律化不两立的历史思维模式以及二者的诗学辩证入手，论述了屠岸的十四行诗创
作。他指出，屠岸作为一个中西合璧、新旧交汇的诗人，在十四行诗翻译与创作中对建构汉语新诗体系和良性发展发挥了
重要的历史作用，屠岸对汉语态势与音乐性有准确度量，对理智与情感的把握使他的十四行诗在漫舞与限制中自由舞动。
诗人郑敏在《屠岸的十四行诗》一文中以精准的诗学素养评价了屠岸的十四行诗创作，她认为屠岸让深刻的思想之光透出
朴素而凝练的词句和严谨的艺术形式，让“哲理穿上布衣裳”，并指出中国诗学研究应多进行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以最新
的诗歌与哲学思潮理解汉诗的昨天与今天，与世界诗学进行交流。北塔（中国现代文学馆）对屠岸新诗创作的三个时期分
别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其诗歌创作生涯是“矢志不移，老而弥坚”。而在散论《诗爱者的自白——屠岸的散文和散文
诗》一文时，他谈到屠岸创作拥有“正方向写作的内在开掘”，一生追求真善美。卢桢（南开大学文学院）探讨了屠岸诗
歌丰富而多元的精神向度，认为他在译诗与创作中以“美”与“真”抒写爱的主题、以“客体感受力”品悟诗意哲思、以
坚定的文学信仰追求终极关怀。章燕（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作为女儿深情回顾了父亲屠岸充满激情的诗歌生涯，她
在《两种诗歌传统的交融》一文中根据《墓畔的哀思》这一十四行体诗群分析了屠岸十四行诗的特色，认为它们在语言的
表述、意象的打造、叙述的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中国古典诗歌和英语十四行诗两种诗歌特征的交融。霍俊明（北京教育学院
中文系）在《深秋影像中诗爱者的自白》一文中集中关注屠岸的十四行诗和自由新诗。他认为，屠岸的十四行诗是诗思中
的火焰舞，而他的自由新诗则是一种挖掘——灵魂的跋涉与历险。伍明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有着突出的诗歌形式意
识，他关注屠岸十四行诗创作对形与质之间平衡关系的追求与实践，并认为这种对诗歌格律的努力为当下的诗歌写作提供
了丰富的启示。无独有偶，冯雷（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亦从现代诗形的建立这一历史追求和诗歌本体的二维角度出发评
价了屠岸诗歌形式探索的成绩与价值，他认为屠岸立足于汉语特点的诗形观念与十四行诗的写作经验生动证明了格律对诗
歌品质的“约束性保障”。杨志学（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从诗歌的限制性与规范性方面肯定了屠岸在中国十四行诗
发展中的重要位置。王士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谈到屠岸诗歌世界是多元、多彩、复杂、深邃的，赞赏了诗人
对真善美的追求。郭海军（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以随感式的印象批评高度赞赏了屠岸诗歌独有的姿态，认为这
种姿态“是情感内蕴与传达形式互为表里而呈现出的整体形象特征。”张立群（辽宁大学文学院）集中评述了屠岸90年代
以来的诗歌，他认为诗人90年代的创作是以“年轻的心态”追求“美的发现”，注重“客体感受力”这一诗学理念的实
践，在游历与行吟中呈现出人间关怀。 

 对屠岸旧体诗词创作、古典诗学传统对其新诗创作的影响及促进的论述与评价。诗人邵燕祥对屠岸的旧体诗作了读
后感式的漫评，结合屠岸的人生历程，从“古典诗歌将个人情感史与社会治乱史交融的‘诗史传统’”来看屠岸的某些诗
歌，认为昂扬之情是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共同的时代情结。他还对照了屠岸的新诗与旧体诗，认为它们不但体裁形式不同，
题材的选择、意象的形成以至技巧层面，有同有异，而异大于同，这是因为诗人不因出入于两者之间，就把新诗向旧体
靠，或把旧体往新诗一边拉，搞“拉郎配”式的所谓“结合”。由此他认为白话新诗与传统旧体诗词的创作可以双轨并
行，相得益彰，而不是让新诗向旧体诗词靠拢，也不是把诗词革命、加以改革，让人人能懂人人能写。会上，他还以屠岸
的一首《野火》为例，认为它的自然流露可以用“天籁”来形容，注重的是瞬间意象的捕捉。吴思敬认为屠岸身上有着古
典诗学传统与西方诗学影响的完美结合；屠岸出生在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家庭，拥有一位卓越的母亲，“夜灯红处课儿
诗”，使他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尤其是旧体诗词从小获得了深厚的造诣，这种造诣与他对西方诗歌的精深研究与翻译实
践实现了完美融合。张同吾也谈到屠岸恬淡的性格与古典文化熏染相辅相成，自小拥有深厚的功学根底，他的旧体诗富有
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活的人文精神。与邵燕祥相应，林东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记诗人屠岸》
一文中提到“两栖诗人”现象，即新旧体诗兼行且沟通两个领域。他认为屠岸一方面有“萱荫”情结，写旧体诗用新诗的
意境、新诗的意象、语汇，故旧诗有新气；一方面有“索内”情结，对十四行诗的“韵式”和“节律”深有研究并灵活运
用于新诗创作。 

 对屠岸诗学观念的论述与把握。诗评家骆寒超教授在《屠岸论》这篇扎实的文章中，结合具体诗作，阐述了屠岸的
诗学主张：客体感受力。他认为，屠岸诗歌创作三个高潮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大多从生活实际体验出发，在物我合一的感受
境界中写出来，而非一味遁入内心的玄想之产物。屠岸在追求客体感受力的同时，又提倡“古典的抑制”，二者之间存在
双向交流，即“古典的抑制”来自于“客体感受力”，而“客体感受力”须受“古典的抑制”。骆寒超把屠岸的文本构成
分成三类：感兴情境型、感知意境型、直觉幻境型，三者通过不同的构思途径、抒情方式和语言体式作具现，并以此展示
了屠岸对客体感受力追求之全貌。山东大学文学院吴开晋教授谈论了屠岸对一些诗学基本理论的深刻阐释，他认为屠岸高
扬诗歌真善美的大旗，主张以真为核心的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思想富有现实意义与针对性，对当今新的伪诗敲响了警钟。
屠岸注重诗歌艺术规律方面的探索，强调诗歌的格律与音乐美，即便自由诗也注重内在节律。他还谈到屠岸诗论不仅从宏
观上对诗歌的基本理论和内在规律作出论述，而且能在微观上对不同诗人的诗作做出深入精当的剖析，深入到诗人的心灵
和作品的内涵中加以点评，这是难得的。张大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客体感受力”是屠岸诗歌美学观念
的核心，他对屠岸诗歌中的意象机制与意象方式作了富有学理而有深度的剖析，从意象逻辑、意象伦理、意象灵思、意象
诞异四种机制与方式表明诗人以意象的方式处理复杂的现代经验。 

 
会议最后，屠岸先生衷心感谢与会专家、学者对自己诗作所做的深入分析。他认为此次会议自己是在“上课”，

“虽然是对我的诗歌的评论，但有些问题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帮助我进一步认识自己，认识诗歌。作品是到了读者，到了
评论家手里才最终完成，这种完成对作者来说是一种学习，一种深入的认识”。他认为对自己的一些评价“过誉”了，但
对其中的真诚表示感恩，他将把这些评价当成鼓励，当成自己追求的目标。他表示，为报答这份鼓励，只要生命不息，对
诗歌的追求永远不止。 

此次研讨会是对屠岸诗歌创作、诗学理念以及诗歌翻译在学理层面上做出的一次总结。屠岸是当下中国诗坛最老一
批诗人中犹在积极从事创作者之一，梳理他的创作历程，彰明其创作成就与精神姿态，对当前诗歌写作无疑具有现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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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屠岸诗歌研究是一个长久的课题，本次研讨会是对其深入拓展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赵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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