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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熊!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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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

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

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

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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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形式与 传 统 诗 歌 相 比 虽 已 发 生 了 质 的 变 化#
但’诗体重建()A*仍然是#A世 纪 华 文 诗 歌 研 究 的 前 沿 性 课

题#为此#回到五四语境中去重新探讨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

确立与译诗之间的 关 系#就 具 备 了 深 刻 的 现 实 意 义&中 国

诗歌的形式观念在五四时期得以确立的首要原因是中国诗

歌自身发展演变的需 求#但 同 时 也 与 外 国 诗 歌 观 念 和 诗 学

理论的影响分不开#从更为直接的层面讲#新诗文体观念的

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

一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诗歌审美观念无可避免地会延续

并渗透进新诗文体的 肌 理 中#但 早 期 新 诗 却 是 吮 吸 外 国 诗

歌营养发展起来的&外国诗歌的各种形式通过翻译引入中

国#不仅给中国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参照和模仿对象#而

且也促进了中国诗歌 形 式 的 多 元 化 和 丰 富 性#使 中 国 新 诗

的形式观念和文体地位得以确立&
译诗在 清 朝 末 年 开 始 作 为 独 立 文 体 出 现 在 报 刊 上#

A%@A年王韬翻译的+马赛曲,!G40/3>6?0.769))097"拉 开 了

近代中国人翻译西方 诗 歌 的 序 幕#但’中 体 西 用(的 策 略 使

外国诗歌的形式特征湮灭在’绝句(和’骚体(之中#’而带有

浓郁的中国诗的风 味()#*&胡 适 认 为 清 末 诗 歌 革 命 是’古

文范围以内的 革 新 运 动()!*#失 败 原 因 是 没 有 翻 译 引 入 思

想和形式的新质&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使五四知识分子怀

着引进外国诗歌形式 和 精 神 的 目 的#一 方 面 为 中 国 输 入 了

大量新思想#使变革中 国 诗 歌 形 式 在 五 四 时 期 成 为 必 然 趋

势#因为’新的 思 想 必 须 用 新 的 文 体 以 传 达 出 来()"*%另 一

方面为中国诗坛引入 了 完 全 有 别 于 旧 诗 的 新 型 诗 歌 文 体#

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念&新诗形式的发

展轨迹实际上就是译诗对中国诗歌的影响轨迹&卞之琳认

为新诗的各种体式也都是在翻译诗歌的影响下得以建立完

善的#几乎所有形式的 新 诗 和 所 有 流 派 的 新 诗 都 打 上 了 借

鉴外国诗体的烙印)&*&

在论述翻译文学对 中 国 文 学 影 响 的 时 候#人 们 普 遍 持

这样的观点$当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步入僵化之境后#外来

文学为其注入了 新 鲜 的 活 力 并 启 示 着 它 的 创 新 和 发 展!&

从这个角度说#外国诗歌不仅促进了清末诗歌的继续发展#

而且为中国诗歌的新文体---白话新诗找到了可资借鉴的

形式&虽然胡适一直以中国白话文学作为他提倡文学革命

的依据#但他放胆’试验(新诗的勇气依然来自于外国诗歌&

他在+尝试集.自序,中 说$’在 绮 色 佳 五 年#我 虽 不 专 治 文

学#但也颇读了一些西 方 文 学 书 籍#无 形 之 中#总 受 了 不 小

! 比如五四时期的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认为古文已经发展到了末路并为自己宣判了死刑#同时在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认为要大力翻译西方文学名著来做新文学发展的榜样&季羡林 先 生 在+我 看 翻 译,一 文 中 认 为 中 国 文 化 长 葆 青

春的’万应灵药就是翻译(&这些观点无疑说明了翻译文学能够刺激和启迪处于僵化中的民族文学#使之继续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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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所以我那几年的诗!胆子已大得多"#去国集$里的

#耶稣诞节歌$和#久 雪 后 大 风 寒 甚 作 歌$都 带 有 试 验 意 味"
后来做#自 杀 篇$!完 全 用 分 段 做 法!试 验 的 态 度 更 明 显

了"%&D’新诗在理论先行的 情 况 下!在 创 作 实 践 经 验 储 备 还

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在 没 有 成 熟 诗 体 形 式 和 优 秀 范 本 的 情

况下!只能靠借鉴外国 诗 歌 形 式 和 艺 术 风 格 来 维 系 其 发 展

的需求"朱湘在#说译诗$一文中讲到了借鉴译诗的积极意

义!认为译诗可以(使诗人在感兴上节奏上得到新颖的刺激

和暗示!并且可以拿来 同 祖 国 古 代 诗 学 昌 明 时 代 的 佳 作 参

照研究!因之悟出我国旧诗中哪一部分是芜蔓的!可以铲除

避去!哪一部份是菁华 的!可 以 培 植 光 大)西 方 的 诗 中 又 有

些什么为我国的新诗不 曾 走 过 的 路!值 得 新 诗 的 开 辟%&@’"
此话至少有三点值得 我 们 关 注*一 是 译 诗 可 以 在 形 式 上 给

中国诗歌以新的启示 和 刺 激)二 是 译 诗 可 以 为 我 们 研 究 中

国诗歌提供参照)三是译诗可以为新诗指引发展路向"
五四时期的诗人在借鉴外国诗歌的时候只是抱着要打

破传统诗歌观念的目 的!对 于 破 除 传 统 以 后 新 诗 的 发 展 道

路却没有给予过多的 思 考!但 事 实 表 明 译 诗 既 是 他 们 借 以

打破传统的武器!又 是 他 们 发 展 新 诗 的 楷 模"译 诗 的 这 两

种功能实际上是统一 的!五 四 新 诗 人 在 他 们 创 设 的 诗 歌 文

体观念的指导下需要 一 种 既 能 与 传 统 诗 歌 形 式 决 裂!又 能

自成一体的诗歌文 本!外 国 诗 歌 的 翻 译 形 态+++译 诗 正 好

契合了他们的理论主 张!成 为 他 们 用 以 反 抗 传 统 和 彰 显 新

诗观念的最好文本"梁实秋在#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一文中

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外国文学的影响!是好的!我们该充分

的欢迎它侵略到中 国 的 诗 坛"但 是 最 早 写 新 诗 的 好 几 位!
恐怕多半是无意识的 接 收 外 国 文 学 的 暗 示!并 不 曾 认 清 新

诗的基本原 理 是 要 到 外 国 文 学 里 去 找"%&%’不 管 当 时 的 诗

人是否有意识地认识 到(新 诗 的 基 本 原 理 是 要 到 外 国 文 学

里去找%!但他们借鉴外国诗歌形式进行创作却是不可否认

的事实"胡适认为借鉴 西 方 诗 歌 可 以(使 我 们 减 少 一 点 守

旧性!增添一 点 勇 气%&D’!郭 沫 若,冰 心,闻 一 多,徐 志 摩 等

人的诗歌创作无一不 是 受 到 了 外 国 诗 歌 的 启 示 和 影 响!甚

至五四时期的整个学术界都充斥着一股西学潮流*(民国肇

造!国体更新)而文学亦言革命!与之俱新"尚有老成人!湛

深古学!亦既入 荼 如 火!尽 罗 吾 国 三 四 千 年 变 动 不 居 之 文

学!以缩演诸国民之二十年间)而欧洲思潮又适以时澎湃东

渐)入主出奴!聚 讼 盈 庭!一 哄 之 市!莫 衷 其 是"%&F’作 为 一

种有别于传统诗歌的 新 文 体!借 鉴 外 国 诗 歌 的 翻 译 样 态 是

新诗发展的必然选择!译 诗 对 新 诗 文 体 的 影 响 首 先 就 表 现

在给新诗发展提供了 可 资 借 鉴 的 范 本!刺 激 并 启 示 了 新 诗

的发展方向!虽然这种启示和影响只是自发的无意识行为!

但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之途却由此洞开"
白话译诗是中国新 诗 形 式 的 最 早 实 践 者 和 成 功 者!也

是新诗形式观念更 新 的 有 力 说 服 者"(胡 适 早 决 议 要 进 行

-诗体大解 放.!//却 一 直 像-踏 破 铁 鞋 无 觅 处.!建 不 起

-新诗.的格局!一朝 用 白 话 把 一 首 原 是 普 通 的 英 语 格 律 诗

译得相当整齐!接近原 诗 的 本 色!就 有 理 由 使 他 自 己 得 意!
也易为大家接受"%&A$’胡 适 得 意 的 原 因 当 然 是 他 为 自 己 的

新诗理论主 张 找 到 了 理 想 的 范 本"就 当 时 的 新 诗 创 作 而

言!无论是形式还是技巧都或多或少地留有古诗的痕迹!恰

恰是译诗!译者因为考 虑 到 原 诗 的 形 式 因 素 而 不 得 不 舍 弃

传统的诗歌观念0尽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这至少造成了

译诗形式与传统诗歌 形 式 的 差 异1!同 时!诗 歌 翻 译 活 动 的

局限又决定了译诗形 式 不 可 能 与 原 诗 对 等!这 就 造 就 了 译

诗形式的双重陌生 化+++既 不 同 于 译 入 语 国 的 诗 体!也 不

同于源语国的诗体!这 在 客 观 上 给 新 诗 创 作 提 供 了 一 种 可

资借鉴的新体"早 在 胡 适 发 表#白 话 诗 八 首$之 前 的AFAD
年!人 们 已 经 开 始 使 用 白 话 文 去 译 诗 了!!也 即 是 说!白 话

译诗出现的时间比白 话 新 诗 要 早!而 且 白 话 译 诗 在 诗 体 上

完全符合胡适等人倡导的白话新诗的标准"徐剑说*(AFA@
年前后!译者们开始试验着以白话译诗!终于摆脱了以中国

旧有的文言诗歌形式 套 译 英 诗 的 老 路!开 辟 了 英 诗 汉 译 的

新天地"%&AA’

白话译诗开辟的不 仅 仅 是 翻 译 诗 歌 的 新 天 地!而 且 是

新诗创作的新天地"胡适 发 表 在#新 青 年$AFAF年!月A&
日D卷!号上的#关 不 住 了！$这 首 译 诗!无 论 从 音 韵,语 言

还是从排列上看!均很 好 地 贯 彻 了 胡 适 的(八 不 主 义%和 在

#谈新诗$一文中对新诗文体的要求!该诗尽管是首译诗!但

无疑比之前胡适等人创作的所有新诗都更符合他在新诗诞

生前倡导的新诗理论!所以!他以这首译诗来宣告了白话新

诗成立的新纪元"这种宣告一方面证实了胡适白话诗主张

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 为 五 四 时 期 新 诗 创 作 提 供 了 可 供 借

鉴的(范本%!因为只有那些典范性的文本!才可能成为新诗

新纪元的开始"(胡适利用英语表述中的文法关系!摆脱了

旧诗词的词汇和节奏模式!实现了新诗体的真正解放"%&A#’

所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讲!包括胡适在内的五四新诗人们所

谓的新诗形式其实是以优秀的译诗文本为蓝本建构和发展

起来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外国诗歌就是中国新诗的典范!
而是说部分译 诗 由 于 很 好 地 贯 彻 并 体 现 了 中 国 新 诗 的 主

张!才成为了中国新 诗 模 仿 的 对 象"胡 适 接 近 和 翻 译 外 国

诗歌的目的并不是要认识外国诗歌!其旨趣是为诗歌的(自

然口语化%寻找证据!(是在为他的-活文学.寻找证明之时!
以其目之所及!择取翻译了几首外国诗歌"于是!外国诗歌

! 比如AFAD年D月!刘半农发表在#新青年$!卷"期上的#缝衣曲$02(/J(1346249.31已经采用了白话文!给读者耳目一新的

感觉!其与古诗的背离程度绝不在胡适的#朋友$之下"AFA%年!胡适自己翻译的#老洛伯$在形式和语言上也是一首地道的白话诗"



并不以其自身的思潮!流 派 特 征 熠 熠 生 辉"引 人 注 目"而 是

权作了胡适诗歌观念的一点旁证和说明#$A!%&在 此"本 文

的出发点仍然是以中 国 的 新 诗 理 论 精 神 为 本 位"译 诗 仅 仅

是证明新诗理论的’工具#"而不是新诗发生和发展的源点&
’可以说"新文学的(现代)化正是在继承我国民族文学优秀

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文 学 翻 译 大 胆 地 向 外 国 文 学 学 习 取 得

的"它开创了中 国 文 学 发 展 史 上 的 一 个 新 纪 元&#$A"%正 因

为翻译诗歌很好地实 践 了 白 话 诗 歌 的 理 论 精 神"并 且 引 入

了外国的新思想和情 感 表 达 方 式"所 以 它 宣 告 了 中 国 诗 歌

新纪元的到来&
新诗形式主要受到 译 诗 形 式 的 影 响"它 与 传 统 诗 歌 形

式的巨大差异使人以为 新 诗 就 是’用 中 文 写 的 外 国 诗#$%%&
五四时期是中国人在文化落后的被动局面中向西方学习的

’黄金时期#"而且这种学习与AF世纪末期以前的学习有很

大的不同&’中国历史上有三次翻译策略的变化"一是公元

#K@世纪的佛 经 翻 译"二 是 公 元AD世 纪 开 始 的 传 教 士 翻

译"三是AF世纪开始的 关 于 西 方 思 想 和 文 学 的 翻 译"这 几

次翻译都是用 中 国 文 化 中 占 支 配 地 位 的 文 化 意 象 去 言 说

(他文化)"亦即(他文化)没有受到 重 视&#$A&%AF世 纪 之 前

的中国文学翻译 的 确 如 美 国 学 者 安 德 烈*勒 菲 弗 尔+C/E
>.6L616:6.6,所说"没 有 认 真 对 待 外 国 文 学 的’他 文 化#身

份"而是将翻译进中国 的 外 国 文 学 纳 入 了 中 国 文 化 体 系 之

内"难以引起中国 文 学 自 身 的 新 变&AF世 纪 末 开 始"中 国

社会的巨变和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变化使部分中国人开始

重新认识外国文学的价值"他们改变了先前的翻译姿态"将

引入新的异质文化作 为 自 身 文 学 发 展 的 参 照"从 而 引 起 了

中国文学的新变&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形式的影响一方面

是通过国内读者阅读 译 诗 产 生 的"另 一 方 面 也 与 当 时 中 国

留学潮流分不开"许多 诗 人 在 国 外 直 接 接 触 了 外 国 诗 歌 形

式"并在模仿中进行创新"从而掀起了中国诗歌革命和创新

的热潮&在新诗革命的初期"新诗形式的创格相当艰难"由

于他们在指导思想上 是 要 打 破 传 统 诗 歌 形 式"所 以"’新 诗

直接(移植)了英语 诗 歌+俄 语!法 语!西 班 牙 语 等 语 种 的 诗

歌与英语诗歌的形式都相似,的诗形"导致新诗的诗句的书

写!分行排列方式和诗的分节方式都与古代汉诗截然不同"
而与英语为代 表 的 西 方 诗 歌 相 似 甚 至 相 同#$AD%&朱 自 清

先生甚至认为#$世纪#$年代中国新诗的主要形式均受到

了翻译诗歌的影响-’这时代翻译的作用便很大&白话译诗

渐渐的多起来.译成的大部分是自由诗"跟初期新诗的作风

响应&作用最大的该算日本的小诗的翻译&小诗的创作风

靡了两年"只 可 惜 不 是 健 全 的 发 展"好 的 作 品 很 少&北 平

/晨报*诗刊0出现以后"一般创作转向格律诗&所谓格律"
指的是新的格律"而创造这种新的格律"得从参考并试验外

国诗的格律下手&译诗 正 是 试 验 外 国 格 律 诗 的 一 条 大 路"
于是就努力的尽量的保存原作的格律甚至韵律&#$A@%

译诗不仅使新诗形 式 得 以 创 新"而 且 使 新 诗 形 式 得 以

增多"丰富了中国新 诗 的 形 式 观 念&中 国 诗 歌 在 清 末 的 发

展窘态使形式创新成为中国诗歌继续发展的唯一出路&胡

适在美国受到了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结合国内诗歌现状"
提出了白话诗运动&但 白 话 诗 在 诗 体 上 究 竟 有 什 么 特 点"
怎样建设白话新诗 等"却 被 当 时 很 多 人 忽 略 了&胡 适 以 一

首译诗宣告了新诗的’新 纪 元#"于 是 新 诗 依 据 外 国 诗 歌 来

实现形式创新便成了许多人恪守的信条&茅盾在谈翻译文

学对创造新文学的作用时说-’我们相信现在创造中国的新

文学时"西洋文学和中 国 的 旧 文 学 都 有 几 分 的 帮 助11我

们是想把旧的做研究材料"提出它的特质"和西洋文学的特

质结合"另创一 种 自 由 的 新 文 学 出 来&#$A%%茅 盾 建 设 新 文

学的思路纠正了那种一味地依靠外国文学来建设新文学并

将传统文学弃之不顾 的 偏 颇 主 张"说 明 了 新 文 学 必 须 是 传

统和西方的有机结合&对于新诗而言"借鉴西方是必要的"
但传统诗歌的精华仍 然 值 得 珍 惜"新 诗 形 式 是 既 不 同 于 传

统又不同于西方的另创的’一种自由的新文学#&译诗不仅

可以帮助新诗在形式 上 实 现 创 新"而 且 还 是 增 多 新 诗 体 的

有效路径之一&五四 时 期"刘 半 农 在/我 之 文 学 改 良 观0一

文中认为翻译外国诗歌可以’增多诗体#的论调已经在学术

界广为人知"#$世 纪!$年 代"梁 宗 岱 也 发 表 了 相 似 的 议

论"认为翻译’不独传 达 原 作 底 神 韵"并 且 在 可 能 内 按 照 原

作底韵律和格调的翻 译"正 是 移 植 外 国 诗 体 的 一 个 最 可 靠

的办法#$AF%&具体 的 翻 译 实 践 也 证 明 了 翻 译 可 以 增 多 中

国诗体"这也是许多 诗 人 翻 译 外 国 诗 歌 的 目 的&以 周 作 人

的翻译为例-’准确传 达 原 诗 的 意 韵"虽 然 是 周 作 人 努 力 追

求的境界"却不能说 是 他 的 最 终 目 标&周 氏 并 不 满 足 仅 仅

译介一种异域的新鲜 文 学 样 式"他 更 希 望 把 自 己 的 翻 译 汇

入中国刚刚兴起的新 体 诗 运 动"为 中 国 新 诗 引 进 类 乎 俳 句

体的新的一型&11这似乎是决定周作人以现代口语的自

由句法译短歌俳句 的 最 根 本 原 因&而 他 的 译 作"也 确 实 带

动了中国小诗创作的兴起"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不仅仅

是周作人翻译俳句短歌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新体诗运动引

进’新的一型#"胡适等人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引进自由诗体"
刘半农等人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引进散文诗体"徐志摩!闻一

多等人的翻译目的是 为 了 引 进 现 代 格 律 诗 体 和 十 四 行 等"
这些都说明翻译外国 诗 歌 可 以 增 多 诗 体"丰 富 中 国 新 诗 的

形式&

#$世 纪#$年 代 是 中 国 新 诗 发 展 史 上 最 为 动 荡 的 年

代"各种诗歌样式和诗歌潮流在新诗坛上竞相绽放"我们可

以将原因归结于早期新诗创作在形式上缺乏美学积淀而难

以’定型#"但译诗的 影 响 也 是 不 容 忽 视 的 关 键 原 因&正 是

有了五四时期的译诗"中国新诗的形式观念才得以更新!确

立并丰富"中 国 新 诗 的’新#在 形 式 观 念 上 才 有 了 更 好 的

注脚&



二

!!除了形式上的直 接 影 响 外!因 五 四 译 诗 而 引 起 的 中 国

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还体现在创作实践上"译诗成了中国

新诗自身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给中国新诗带来了有别于

传统诗歌的创作资源和创作经验!同时!诗人们的译诗过程

也为他们的新诗创作积累了经验!从这一点上来讲!译诗在

更为深纵的层面上确立了中国新诗的形式观念"
译诗是中国新诗的创作资源"五四时期许多诗人在谈

自己的作诗经历时大都认为外国诗歌是其创作的主要资源#
$读外国作家的东西很要紧!无论是直接阅读!或间接地阅读

负责的译文!都是开卷有益的"据我自己的经验!读外国作

品对于自己所 发 生 的 影 响!比 起 本 国 的 古 典 作 品 来 要 大 得

多"%&#A’不仅如此!甚至在创作 之 前!有 些 作 家 也 会 通 过 阅

读外国文学作品来获得灵感"比如郭沫若在谈他自己的创

作时说#$我自己在写作上每每有这样的一种准备步骤"譬

如我要写剧本!我是先 把 莎 士 比 亚 或 莫 里 哀 的 剧 本 读 它 一

两种!要写小说!我便先把托尔斯泰或福楼拜的小说读它一

两篇!读时也不必全部 读 完!有 时 候 仅 仅 读 的 几 页 或 几 行!
便可以得 到 一 些 暗 示!而 不 可 遏 制 地 促 进 写 作 的 兴 趣"%
&##’郭沫若列举的能够引 起 他 写 作 冲 动 的 作 家 都 是 外 国 作

家!由此可以推断!郭沫若作诗时同样会翻阅外国诗人的作

品或在他的思维活动中会闪现某为他青睐的外国诗人的诗

篇(诗句(意象或者风格 等!比 如 他 有 些 作 品 是 以 外 国 诗 句

作为引子!有些作品 中 有 直 接 引 用 了 外 国 诗 句"没 有 外 国

诗歌的启示或触动!没有对翻译诗歌的模仿和阅读!许多新

诗人的创作就会像无源之水一样枯竭"在五四文学革命和

新诗创新阶段!由于新诗和古诗在文体和内容上的差异!导

致人们在发展和创作 新 诗 时 只 能 将 眼 光 放 在 外 国 诗 歌 上!
从翻译文学中吸取创作的营养!这与鲁迅所说的$别求新声

于异邦%的观念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在开放和创新的时代

语境下做出的符合新诗发展理路的合理选择"这更进一步

说明了新诗的发展离 不 开 翻 译 诗 歌 的 模 范 作 用!是 翻 译 诗

歌在缺乏传统诗歌给 养 的 情 况 下$扶 持%着 新 诗 一 路 前 行"
$现在中国研究文学 的 人!都 先 想 从 介 绍 入 手!取 西 洋 写 实

自然的往规!做个榜样!然后自己着手创 造"%&#!’这 种 创 作

方法在当时很具有典型意义!不仅只是现实主义文学!诗歌

创作更是如此!比如胡适翻译了自由诗!然后使他的自由诗

创作更加成熟)徐志摩翻译了哈代等英国诗人的作品!然后

他的诗歌创作染上了 浓 厚 的$康 桥%诗 风)冯 至 对 里 尔 克 的

倾慕使他的诗歌创作 具 备 了 存 在 主 义 色 彩 等 等!都 说 明 中

国早期诗人创作有一个$先在%的外国诗人或外国诗歌文本

作为模仿对象!在此基础上自己的创作才逐渐走向成熟"
对于那些自身是诗 人 而 又 兼 事 诗 歌 翻 译 的 人 来 说!对

他们的创作形成影响的不仅仅是翻译作品或潜意识中的翻

译作品!翻译过程同样会对他们的创作造成影响"同时!在

对外国诗歌的翻译过 程 中!人 们 的 诗 歌 形 式 观 念 会 得 到 潜

移默化的更新"比如#$世 纪#$年 代 中 期 以 后!中 国 新 诗

创作开始从自由诗向 格 律 诗 转 变!朱 自 清 先 生 认 为#$创 作

这种新的格律!得从 参 考 并 试 验 外 国 诗 的 格 律 下 手"译 诗

正是试验外国格律的 一 条 大 路!于 是 就 努 力 的 尽 量 的 保 存

原作的格律甚至 韵 脚"%&#"’!@!翻 译 外 国 诗 歌 不 仅 可 以 使 我

们学到外国诗歌的形 式 艺 术!而 且 更 为 重 要 的 是 翻 译 诗 歌

成了中国现代格律诗 的$实 验 场%!中 国 新 诗 的 许 多 主 张 都

是在翻译外国诗歌 的 过 程 中 得 到 验 证 并 走 向 成 熟 的"$西

方诗!通过模仿与翻译尝试!在五四时期促成了白话新诗的

产生"%当时很多译者都 是 诗 人!究 竟 是 译 者 的 身 份 促 进 了

他们诗人身份的产生 呢!还 是 诗 人 身 份 促 使 他 们 去 从 事 翻

译？这是两难的问题!或者说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但在

翻译的过程中诗人自身的创作得以完善和成熟却是可以肯

定的!比如胡适用一首译诗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郭

沫若认为他 作 诗 经 历 了$泰 戈 尔 式%($惠 特 曼 式%和$歌 德

式%!徐志摩在 发 表 译 诗 之 前 没 有 发 表 过 诗 歌 创 作 作 品 等

等!都说明了翻译对 诗 人 创 作 的 影 响"五 四 前 后 著 译 不 分

的现象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诗人将翻译的过程当作了创作的

过程!翻译活动会提高 诗 人 的 创 作 能 力!影 响 他 们 的 创 作"
$译诗对于原作是翻 译)对 于 译 成 的 语 言!它 既 可 以 增 富 意

境!就算得一种创作"况且不但意境!它还可以给我们新的

语感!新的语体!新的 句 式!新 的 隐 喻"就 具 体 的 译 诗 本 身

而论!它确可以算是创作"%&#"’!@"翻译对 于 译 者 而 言!其 实

也是在创作!他们在翻 译 的 过 程 中 学 会 了 外 国 诗 歌 的 表 现

方法!也使自己的诗歌创作技巧得到了应用和试验!这也是

为什么一个诗人的译诗会染上他创作特色的原因)另外!译

者相对于译诗的其他 读 者 而 言!他 们 是 最 早 接 触 到 外 国 诗

歌形式技巧和最早领悟外国诗歌艺术精神的读者"正是从

这个角度讲!新诗是在 翻 译 外 国 诗 歌 的 过 程 中 逐 渐 走 向 成

熟的!在这个过 程 中!诗 人 不 但 习 得 了 外 国 诗 歌 的 形 式 技

巧!而且还使自己的 创 作 风 格 得 到 了 锻 炼 并 日 趋 成 熟"所

以!译诗主要影响那些不懂外文的诗人!译诗过程主要影响

那些既懂外文又兼事诗歌创作的人!从这个角度讲!译诗对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影响更为直接"
总之!五四译诗冲破 了 中 国 固 有 的 诗 歌 审 美 观 念 和 形

式观念!开创了中国诗歌新的美学传统!为中国新诗的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和 推 动 作 用"当 然!五 四 诗 人 们 留 给 中

国新诗发展的 巨 大 财 富 不 仅 仅 是 开 创 了 新 的 诗 歌 发 展 格

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 勇 于 打 破 传 统 并 大 胆 借 鉴 西 方 的 开

阔胸襟"今天!中国新诗 的 发 展 步 入 了 多 元 化 和 个 人 化 时

期!在摒弃诗歌话语霸权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渴望一种成熟

的诗歌形式能够成为 新 诗 发 展 的 主 流!这 就 需 要 我 们 在 更

为开放的文化语境中 不 断 整 合 全 球 华 文 诗 歌 的 菁 华!吸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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