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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蒋伟文 程高赢 林群心

著名诗歌翻译家董继平寄语永康诗人

把每一首诗当作最后一首来写

□记者 邱灵娟

4 月 23 日下午，金华爱心女人联合会、中国旗袍

会永康分会的100多位会员聚集云溪间，以独特的方

式迎接第21个世界读书日。

“用知识来充实自己，不断提升自己，让自己成为

优雅、知性的女人。”金华爱心女人联合会、中国旗袍

会永康分会负责人说。

读书会上，上海束氏茶道特级培训师王鹃还和会

员们分享了中国茶道文化。

“书香悦人”
读书会举行

4 月 24 日，著名诗歌翻译家、《环球人文地理》刊系副社长董继平应邀来
永，参加在江南艺术馆举办的“苏斌油画艺术展”。

在上世纪 80 年代，董继平曾翻译了大量外国诗歌，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可以学习外国诗人的思维方
式、诗歌观念、表现技巧，学一学他们的创新精神，从而扩大自己的诗歌视野。

记者：你觉得诗人是否有必要读一些外国诗歌？

董继平：当然有必要。新诗本就是舶来品，所以

我们可以学习外国诗人的思维方式、诗歌观念、表

现技巧，学一学他们的创新精神，从而扩大自己的

创作视野。

记得在80年代初，帕斯的一首《街》被译介到中

国，很多年轻诗人把它当作学习诗艺的“秘密武器”。

记者：一些优秀外国诗人到了七八十岁还能写

出好诗，令人惊讶。

董继平：是的。比如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如

今已经102岁了，他在90多岁高龄的时候还出版了一

部诗集，获得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美国诗人默温

（1927—），前几年不仅出版了诗集，而且那部诗集还

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奖。相比中国诗人，他们的创作生

命力要顽强得多。也许，欧美诗人和中国诗人的思维

方式不一样；他们在写作中求变化，不会重复自己，更

不会几十年写同一首诗。

记者：我们永康有一批诗人，像章锦水、杨方、陈星

光、程思、蒋伟文等，他们都在省级、国家级报刊发表诗

歌，“永康诗群”在省内小有名气。请你对他们说几句。

董继平：永康的诗歌氛围很好，希望他们能写下

去。我认为，诗人要写出好诗，首先要有较高的境

界，要有自己的特质，还要求新求变，不断突破，超

越自己和他人。

诗歌切忌平庸。我对诗歌创作有一种“钻石理

论”，那就是一个题材或被抒写的对象其实如钻石

一样，是个多面体，正面只有一个，而侧面、斜面却

又很多个，所以诗人要认真观察、仔细研究，然后选

取最佳角度深入进去，挖掘闪光的诗意。

写诗应该有一定的节制。听说某地有个诗歌作

者一年就写诗400多首，这个数量实在惊人！但没有

哪一首诗能让读者感动并记住，我想他其实是在不断

重复自己。想想看，特朗斯特罗姆从 1954 年出版第

一本诗集起，到20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长达半

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他总共才发表200来首诗。把每

一首诗当作最后一首来写，诗不求多而求精。

期待经常读到永康诗人的好诗。今后如果有

机会，我还愿意到访永康，跟诗人们深入交流！

选取最佳角度，挖掘闪光的诗意

记者：你曾翻译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

诗人、散文家奥克塔维奥·帕斯和瑞典诗人托马斯·特

朗斯特罗姆的作品。你翻译诗歌的标准是什么？

董继平：我翻译作品的标准就是自己要喜欢。只

要读到好诗时有冲动，我就会去翻译。我不喜欢应出

版社的约稿而去“被动翻译”。事实上，在帕斯和特朗

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就翻译了他们的

作品。目前国内翻译界的情况有很大的问题：一旦某

位外国诗人、作家获得了诺奖，译者就趋之若鹜、一哄

而上；而在其获奖前，国内翻译界却少有问津或无人问

津。所以，我认为翻译家应该同时也是审美家、鉴赏

家，应该独具慧眼，主动发现并推介国外诗人、作家具

有的特质作品，而不应该以他们是否获奖来作为评判

标准——我认为，检验作品的唯一标准，只能是时间。

30多年来，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个诗人，我还翻译

过默温、布洛克等多位外国诗人的作品专辑，还编选

过两个大型外国诗歌选本——《欧洲现代诗人读本》

和《美洲现代诗人读本》。这两个选本选入的诗人的作

品大多在国内并不多见，却颇具特质，甚至具有不可复

制性，而且选本按20世纪诗歌史的发展脉络和诗歌地

域特色进行编排，这样的结构在国内是唯一的。

记者：可见，翻译家不仅要有过硬的语言转化

“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犀利、独到的眼光。

你除了翻译，也写诗吗？

董继平：当然。我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写古

体诗，80 年代初开始写新诗，但总体量不大，到了 90

年代中期以后，我把精力主要放在诗歌翻译上面，

但同时也写一些随笔和外国诗歌评论。

记者：作为诗歌翻译家，你把许多优秀外国诗歌

介绍给中国诗人，有没有把中国诗歌翻译到国外？

董继平：当然有，80年代末，我就在几家外国文学

刊物上译介过中国诗人的作品。

检验作品的唯一标准，只能是时间

记者：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为许多中国诗人所

熟知。他曾领导创建了著名的“深度意象”诗歌流派。

你翻译过他的哪些作品？他的诗歌有何特点？

董继平：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就翻译罗伯

特·勃莱的作品，最早翻译的是他当时出版的一部诗

集《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其中的50首诗在1988

年第二期《中外文学》上全部发表，在中国诗坛引起

很大的反响。后来，在多位诗友的极力鼓动下，我继

续翻译他的诗歌。1998 年 12 月，《从两个世界爱一

个女人——罗伯特·勃莱诗选》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列

入“世界百年经典诗歌丛书”出版；2012 年，新的修

订扩大版《勃莱诗选》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罗伯特·勃莱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深受中国古

典诗歌的影响，对古典诗歌意境十分向往，对陶渊明、

王维的诗歌也颇有研究。他所倡导的“深度意象”诗

歌成为二战以后美国的一个覆盖面最广、持续时间最

长的松散型诗歌流派。这种诗风是对当时美国诗坛

的保守派、学院派的一种反动。他提出，美国诗歌应

该向中国古典诗歌、欧洲诗歌和拉美诗歌学习。

前两年，我翻译了罗伯特·勃莱的一组新作，在

《红岩》文学杂志发表，获得了“《红岩》文学奖·外国

诗歌奖”。

翻译罗伯特·勃莱诗作30年

□通讯员 墨痕

4 月 28 日，为庆祝母亲节的到来，龙山镇中心幼

儿园开展了母亲节筹款义卖活动，孩子们自己赚钱给

妈妈买礼物，送给妈妈一个惊喜。在家长的帮助下，

孩子们现场制作各种美食参与义卖，收银员、推销人

员、厨师都是由孩子们自己来担任。

孩子们在义卖活动中体会到妈妈工作的辛苦，懂

得了感谢母亲、感激生命、感恩生活。

为母爱筹款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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