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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在其传统中书写
“首届中国江苏·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南京举行

本报记者 何晶

传统某种程度上是时间向前推进的

一种自然结果，时间演进，传统自然也不

断延伸。每一个当代诗人都处在自身的语

言传统之中，那么，这种语言传统究竟如

何作用于诗人个体写作时的发现、发生和

经验呈现， 它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诗歌创

作，中国新诗又是否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传

统？种种问题，在日前由江苏省作协、南京

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扬子江》

诗刊、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承办的“首届

中国江苏·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上得

以阐释、讨论。

“创造的秘密———诗人在其传统中”，

是本届讲坛的主题，吉狄马加、叶橹、欧阳

江河、王家新、商震、雷平阳、罗振亚、敬文

东等八位诗人、诗评家，共同探析传统与

当下诗歌内在的关联。

语言是每一个诗人在创作中首先要

面临的问题。 “实际上对于诗歌写作而言，

自身文字所形成的诗歌传统，往往是诗人

们必须要坚守的东西。 ”吉狄马加是浸润

在汉语和彝语两种语言里的诗人，两套语

言传统注定了他的诗歌写作具有更复杂

的意味，“这十年来的写作我比较自觉地

关注，怎么能回到民族本身的史实，怎么

从自身的民族诗歌中吸收特殊的表述方

式，甚至特殊的哲学观、理念这些问题”。

正是在写作中回溯到彝族人对自然的隐

喻性的哲学表达中，回到彝语的诤言谚语

中，回到彝语诗歌的抒情传统中，他回到

了一个诗人“精神的源头”。

诗人在其传统中书写，并不容易。 “诗

人对传统的认识变成一种自觉的话， 不应

该是简单地照搬， 而是怎么能把你的个体

生命经验、 把你的民族甚至人类普遍意义

上的整体经验，和传统结合在一起。 ”吉狄

马加表示， 当诗人们以此来进行写作的精

神创造后，中国新诗必然会形成新的传统。

很多时候回到传统是从语言开始的。

如商震所言，语言对于诗人而言，是一根系

着他与世界的“脐带”，这是一根看不见却

真实存在的语言脐带。 由此， 敬文东也提

出， 我们当下的诗歌如果想要和传统发生

关系，可能也还是得从语言出发。 “如果语

言有自身伦理的话， 古代汉语有两个很重

要的特点，一是自带沧桑感，另一个则是感

叹，白话文运动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拿视觉

性的感觉来冲击围绕味觉组建起来的汉

语，它将汉语技术化、科学化后得到了现代

汉语，无论现代汉语有多少缺点，但它确实

可以把我们想要说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

问题表达清楚。 ”重新考虑现代汉语与古典

汉语之间的关系， 或许由此更能厘清诗歌

传统在个人写作中的发生、呈现。

当代不乏从传统中寻求古典语言的

诗人。 王家新认为，诗人昌耀即是一位典

型代表。 “他很自觉与中国古典接通，大量

运用到古语， 语言文体具有高度的辨识

性，带有新古典的特征。 ”运用古语，当然

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这是在唤醒诗人感知

的主语，获得一种新的视野，这不仅是语

词句法上的， 更是全部生命上的转变，语

言从生命中生长起来了，诗歌也就有了新

的境界。

在雷平阳看来，身在当代汉语诗歌写

作现场的人们都有所觉察，诗人们仿佛置

身在了一个巨大的风暴眼中，狂飙、尖锐、

狂风、毁灭、审判、对抗、绝望等一系列日

常生活中少见的词汇，正成为风暴中的重

要力量。 诗人们被裹挟其中，没有文字安

全感，审美标高一再降低，真相或真理的

能见度因狂乱没有变得更加清晰。 所以，

诗人们需要将目光又一次转向汉语传统

诗歌的古老疆域，从传统诗章中敏锐而又

有效地再次开掘出“诗歌的永恒品质”。

诗人在语言中穿行，当公共话语共同

震颤出一种频率时，诗人们如何寻找到自

己的个人话语，在叶橹看来，寻求古典似

乎也是一种方式。 “诗歌语言意义上的变

迁，不能只在我们这个时代近距离的现场

里去看待它。 ”欧阳江河更愿意将传统作

为诗歌内部机制中的一节，如果把诗歌看

作一部交响乐，那么在这个交响乐的机制

中，任何一个声音进去 ，都会被其他的和

弦共同变成复调的节奏，当传统穿过诗歌

的内在机制时， 它连同诗人所有的思维，

变成一首诗人经验的整体表达。

事实上，传统在语言之外，给予了中

国新诗更多。 罗振亚以 1990 年代开始的

“杜甫热”为例，探讨古典传统对于中国新

诗潜隐的、内在的、也更为根深蒂固的影

响。 “对于杜甫的重新认识，意味着诗歌开

始转向‘及物’，重新建立诗歌与现实的关

联。 ”这种关联，罗振亚将其归结为，杜甫

“以时事入诗” 的特质， 和敢于担当的人

格，启示着当代诗人从身边的人物和事件

等平凡的对象世界发现诗意，贴近、切入

现实和人生的中心；同时，杜甫融叙事于

抒情的“叙事”尝试，也成为 1990 年代以

来新诗创作和批评界的一个显辞，将以往

的词意象置换成了句意象、 细节意象，人

物 、性格 、场景俱有 ，动作 、心理 、对话兼

出，显示了诗人对复杂生活对象处理的能

力，拓宽了诗歌的宽度，这也正是中国新

诗形成的新的传统。

别
让
网
络
语
言
和
港
台
腔
破
坏
了
原
文
语
境

本
报
记
者

傅
小
平

第
十
五
届
沪
江
杯
翻
译
竞
赛
颁
奖
会
上
，
翻
译
家
告
诫
年
轻
译
者
—
——

翻译家林少

华在日前于上海

文艺会堂举行的

“第十五届沪江

杯翻译竞赛颁奖

典礼” 上评点参

赛作品时指出 ，

或许是选手普遍

比 较 年 轻 的 缘

故， 一些翻译作

品明显受到了网

络语言和港台腔

影响， 抖了点段

子、网络流行语、

常见梗， 抢了原

著的风头， 译文

并不完全符合原

文所在的语境 ，

他实际上是批评

很多年轻选手还

缺乏优秀文学翻

译需要的重要的

转码能力， 他们

的翻译在整体上

还缺乏文学性 ，

呈现出来的语感

和美感都还不够

到位。

林少华这一

番话， 也引起了

部分参赛者的共

鸣。 日语组二等

奖得主汪诗琪在

翻译过程中就苦

恼于无法完全还

原原文的美感 ，

虽然她喜爱研究

不同语言之间的

差异， 探索无限

接近原文的可能

性。对她来说，翻

译就是与他者的
对话，是她打开自我、认识广阔世界的重

要途径。为了尽可能接近原文，英语组一

等奖得主丁婷认为， 文学翻译首先要吃

透原文，并发挥译者注的作用，帮助读者

全面理解作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不

断对翻译语言进行精雕细刻。

本届竞赛共有近 1300 人参赛，而在

正式竞赛前的热身赛更是吸引了近 2.5

万多名网友参与，间接参与人数超过 10

万，参与人数是去年的 5 倍。 经过评选，

最终 54 位选手获奖。来自北京外国语大

学的丁婷和河南大学的赵明明分获英语

组和日语组的一等奖。据了解，英语组原

文选自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的最新散

文集《感受自由》。 日语组原文则是日本

女作家冈本加乃子的短篇小说 《寿司》。

翻译原文就像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谭晶

华说的，看似简单，其实包含了很多“陷

阱”。 他表示，好的翻译必须具备“信达

雅”三项准则，而其中“信”是首位；遗憾

的是， 很多译者过度追求语言的精致优

美，却忽略了译文的准确性。

为发现和培养更多翻译新人，上海

翻译家协会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

艺》于 2004 年联合发起翻译竞赛活动。

2007 年 ， 翻译竞赛由单一语种发展为

双语种 ，目前已涵盖英 、日 、法 、俄 、德 、

西、阿拉伯语等。 2014 年活动方首次探

索网络投稿，并在沪江网上举办翻译热

身赛。自 2016 年以来，翻译竞赛开始由

沪江冠名，至今已连续三届。 沪江教育

合伙人 、副总裁常智韬表示 ，沪江 、上

海译文出版社与上海翻译家协会三者

强强联合 ， 增强了该项翻译赛事的影

响力和辐射力。 “文学翻译需要长期的

积累和传承 ，是一项厚积薄发的技能 ，

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让优秀的

翻译爱好者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特长并

脱颖而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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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苏 州 讯 12 月 21

日， 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在江苏

苏州召开第六次会员代表大

会。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煤

矿作协主席团成员， 刘庆邦再

次当选主席。 王保才、王韵涵、

冯俐、史修永、刘俊、李婷华、张

波、张玉成（东篱）、杨佑田、荆

永鸣、姚中华、赵文凯、徐迅、崔

涛、萧绪华为副主席。徐迅为常

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自 2013 年至今，煤矿作协

在中国作协、 中国煤矿文联领

导和大力支持下， 坚持面向矿

工、面向基层，激励煤矿作家勤

奋创作，深掘文学“富矿”，构建

精神家园， 为矿工送上滋养心

灵、 启迪心智的文学力量和人

文关怀， 为煤炭行业的精神文

明建设做出贡献。 煤矿作协现

有会员 716 人，理事 183 人；其

中中国作协会员达 75 人。由中

国作家协会和煤矿文联共同主

办的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是

全国煤炭题材文学创作的最高奖项， 每五

年一届，至今已连续举办七届。煤矿作协还

与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首届煤矿作家高

研班。

刘庆邦代表上一届煤矿作协主席团做

题为《扎根煤矿生活，深掘文学富矿》的工

作报告， 充分肯定了上一届煤矿作协的工

作， 总结了煤矿作协五年来的发展和令人

瞩目的文学创作成绩， 结合自己的创作体

会，谈了作协发展思路和工作重点设想，强

调要脚踏煤矿厚土，做深入生活、扎根群众

的播火者。 姚喜岱

“第六届宁波文学周”举行
本报宁波讯 12 月 6 -10 日， 由宁

波市文联主办 ，《文学港 》杂志社 、宁波

作协承办的 “第六届宁波文学周 ”在甬

城举行。

文学周开幕式上，2018 年《文学港》

杂志“储吉旺文学奖”颁奖，诗人张洪波

以组诗《它们从一颗心走过来》、青年小

说家文珍以中篇小说《河水漫过铁轨》荣

获年度大奖，曹寇、哨兵、包倬、赖赛飞、

旧海棠等五位作家分获优秀作品奖。 第

三届 “於梨华青年文学奖” 也在当天揭

晓， 钱利娜获 “於梨华青年文学奖”，赵

挺、吴新星两位作家获优秀奖。

本届文学周分为 “文学作品评奖颁

奖、文学作品推荐研讨、文学论坛、文学

走进大众、中国作协创联工作联席会议”

五个活动板块，共计二十余项活动，并首

次颁发了 “华语新声” 科幻小说征文大

赛奖。 该奖项旨在鼓励科幻小说作者的

持续创作， 自 4 月 1 日发布征文消息起

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原创科幻作品 209

件，最终产生金奖 1 名、银奖 3 名、铜奖

6 名、优秀作品奖 10 名。

主题为“科幻文学的当下意义”的科

幻文学高峰论坛，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中国文学在国际背景下的现状与发展前

景论坛”， 是本届文学周的两场重要活

动。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文学的论

坛上，来自全国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共

同探讨了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的众多问

题。 在浙江作协主席艾伟看来， 改革开

放是国家的命运，也是个人的命运，是改

革开放将作家和文学带到了当下。 中国

作协诗歌专委会主任叶延滨表示， 改革

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诗歌最重要的一点是

完成了中国诗坛多元共生的生态环境，

各种各样的诗歌在中国诗坛上都能找到

它的地位、源头和发展。《作家》杂志主编

宗仁发认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重要

的是解决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解决了

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问题， 也解决了

文本本身的问题。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

则对当下的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

代文学参与了现代汉语的建构， 也就是

说现代汉语的丰富性、 复杂性甚至语法

是以现代文学作为蓝本的， 当代文学在

一种成熟的语言里再有新的创造， 就显

得非常困难， 这可能是当代文学作家面

临的最大问题。 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为

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能感受到那一

代作家真的是在思考‘我是什么，中国是

什么，文学是什么，文学对于这个世界和

我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今天这样的问

题基本上不成为一个尖锐的意识， 不构

成作家的困惑，文学究竟背负着什么，可

能作家们还没有这样的自觉。 ”

此外， 本届文学周为本土作家和文

学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平台， 五场文学座

谈、三场作家作品改稿会、一场新书分享

签售会、 两场诗歌朗诵会陆续举行。 以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主题的中国作

协创联工作联席会议也被纳入本届文学

周的活动板块中。

本报记者 何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