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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
母亲……”1999年12月20日，《七子之歌·澳门》作为
澳门回归庆典活动的主题曲传遍大江南北，走向世
界，并逐渐成为澳门的一个文化符号。2019 年 5 月 3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给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
小朋友们回信，信中提到：“我经常想起 《七子之
歌》，歌中表达的游子对回到母亲怀抱的渴望十分感
人。”这首歌的歌词正出自诗人闻一多之手。

《七子之歌》是闻一多1925年留学美国时创作的组
诗，包括“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
湾”“九龙岛”和“旅顺、大连”7篇。诗人以第一人
称口吻反复吟咏“母亲！我要回来，母亲！”，作品以
优美的旋律、真挚的感情，表达了闻一多乃至海外留
学生的心灵寄托和精神归属，跨越近百年，其爱国情
怀闪耀至今。《七子之歌》 只是闻一多的代表作之一，
他的不少诗作在中外读者心中都具有恒久的魅力，这
与他既深谙中国诗学传统，又从西方现代诗歌潮流中
得到启迪息息相关。

融汇中西诗学理论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美国新诗运动出现“中国
热”潮流。闻一多正是这一潮流的助推者，回国后，
他还将意象派的影响扩大至中国诗坛，对中国现代诗
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闻一多于 1922 年 7 月赴美留学，初到美国所选的
专业是美术，但是他怀揣的一颗诗心逐渐被芝加哥浓
重的诗歌氛围感染，诗歌逐渐占据了他的精神空间。
闻一多开始频繁与美国意象派诗人交往，他在书信中
曾记录下自己1922年出席卡尔·桑德堡在芝加哥大学举
行的演讲会以及与浦西夫人、哈丽特·蒙罗、尤尼斯·
娣简丝、罗厄尔等著名诗人交往的情况。他以极大的
热情搜集、阅读、欣赏和研究意象派诗歌，还曾在书
信中抄录和评价罗厄尔的 《风与银》、蒙罗的 《爱之
歌》《山之歌》等诗歌。

此外，美国诗坛上兴起的“中国热”潮流以关注
中国唐代诗人李白、王维等为中心，庞德、韦雷、卢
威尔等诗人曾用自由体翻译李白的诗。尤其是庞德由
李白的 《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改写的 《羁客来信》，
成为风靡英美诗坛的重要作品。闻一多对此异常关
注，并对美国诗坛的“中国热”潮流的中诗英译作品
进行客观的学术评价，称“韦雷注重的是诗里的音

乐”“在字句的结构和音节的调度上最讲究”，“卢威尔
注重的便是诗里的绘画”“字句的色彩当然最先引起她
的注意”。

置身于美国意象派诗歌的氛围中，闻一多努力坚
守的诗学理论逐渐成熟，诗歌创作也迎来新高峰。在
弗莱契的影响下，闻一多创作了长诗《秋林》，并注明
是“一篇色彩底研究”，包括《红烛》集62首诗中大多
数篇目都用了相当多色彩强烈的词汇。后期意象派领
袖罗厄尔十分喜爱中国古典诗歌，善于在诗歌创作中
运用中国习语和中国式比喻，曾被闻一多称为“在此
邦是首屈一指”，她对闻一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闻一多虽深受美国意象派影响，但并未直接套用
意象诗派的创作技巧，而是巧妙结合了中国新诗的特
点。他强调用理性节制情感，呼吁诗人们不要刻意追
求诗歌形式，相反要使情感的表达与形式完美结合，
寻求精妙的艺术构思，将内心的情感体验传递出来；
同时在新诗语言的革新、现代格律诗写作、中西诗意
的融合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实践，对纠正早
期白话新诗平白直叙的倾向、促进中国新诗艺术发展
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海外译介量多质优

闻一多诗歌的世界影响离不开中外学界对闻一多
诗歌的海外译介、研究与推广。闻一多诗歌的海外译
介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有明显优势，既有诗歌合集，
又有个人诗集。1936 年由陈世骧和阿克顿合译的第一
部中国现代诗歌合集 《现代中国诗选》 收录了闻一
多、陈梦家、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1947 年，
罗伯特·白英编选的 《当代中国诗选》 出版，共收录

“五四”到1947年的9位诗人的诗歌作品，闻一多作为
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人物被收录。白英认为，闻一多继
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传统，与艾青、田间共同构
成中国现代诗歌的主线，充分肯定了中国新诗的“新
传统”。1960年，罗伯特、培恩编的《白马集》在纽约
出版，收录闻一多等中国现代诗人的300多首新诗，附
录部分收入了闻一多论田间诗歌的评论文章 《时代的
鼓手》，闻一多的评论也开始走向世界。1963年，华裔
美国学者许芥昱编选的《20世纪中国诗歌选集》，按新
诗发展中产生的流派分类总结新诗成就，收录以闻一
多为代表的新月派作品。

在法语世界，1957 年，法文版 《中国诗选》 出
版，编选中国古今诗歌，现代部分仅收录艾青、闻一
多、郭沫若、徐志摩的诗歌。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出版的中国诗歌合集逐渐丰
富，闻一多成为编选过程中格外受关注的诗人。如
1984年路易·艾黎编的《大道上的光与影：现代中国诗
选》、1992年奚密编的 《中国现代诗歌选集》、1995年
刘绍铭、葛浩文主编的 《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
集》、 2007 年 邱 平 等 编 的 《20 世 纪 中 国 新 诗 选
1919-2000》等，都收录了他的诗歌。

闻一多个人诗集英译本出版的数量在中国现代诗
人中仅次于艾青，主要有 1972年伦敦出版，桑德斯翻
译的《红烛：闻一多诗选》；1987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
版，戴乃迭翻译的 《闻一多诗文选》（于 1999 年再
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向海外展示中国作家个
体的艺术特色与成就，中国文学出版社的“熊猫”丛
书自 1981年推出单个作家专集，所选的大多数是中国

现代短篇小说，现代诗歌部分仅翻译了艾青的 《黑
鳗》和闻一多的《闻一多散文诗歌选》。

海外研究深入多元

闻一多诗歌在海外的频繁译介丰富了闻一多的海
外研究，他是为数不多被海外专家深入研究的中国现
代诗人之一。闻一多研究很早就走向世界，并且在日
本、德国、韩国、美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受到研
究者青睐。

俄罗斯闻一多研究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开
始。1968 年，学者苏霍鲁科夫出版了 《闻一多生平和
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1995年成立了闻一多研
究会，这是海外最早成立的闻一多研究学术团体，
2000 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闻一多学会。2002 年 12 月，
由日本闻一多学会主办的 《神话与诗》 创刊，日本学
界逐渐开拓闻一多研究的新领域，从文化人类学、历
史学等角度发掘闻一多思想、艺术价值。以图宾根大
学汉学系教授何致瀚为代表的德国闻一多研究也十分
活跃。何致瀚先后出版了两部闻一多研究专著，主编
过 《闻一多研究论文集》。2000年5月，在图宾根大学
举办的“诗人、学者、爱国者——闻一多诞辰100周年
国际研讨会上，20余位各国专家围绕闻一多的诗歌创
作、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等论题展开研讨，受到德国

《施瓦本日报》《法兰克福汇报》 等媒体盛赞，扩大了
闻一多在德国的影响。美国闻一多研究同样不可小
觑，加州大学奚密教授将闻一多视为“中国现代主义
的先驱”，并撰写论文 《闻一多与中国现代主义》。
2005 年，闻一多孙女闻丹艺在美国创办闻一多中英文
网站，介绍闻一多的作品、艺术成就、闻一多研究
等，弘扬闻一多的爱国精神。

汉学家马悦然曾表示，闻一多的诗集 《死水》 已
达到“世界文学顶尖水准”，“闻一多不光是伟大的诗
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是五四运动之后非常杰
出的作家”。闻一多的艺术成就和学术思想在海外广泛
深入传播并持续产生影响，是中国现代诗歌乃至中国
文学的骄傲。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诗学高等研究中心博士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近来，多家出版社推出
文学类主题出版物。

作家出版社推出 《红色经
典初版本影印文库》，系统梳理
百年中国文学成就，精选 《新
俄国游记》《白毛女》《谁是最
可爱的人》 等 60 部兼具时代
性、文学性与现场感的红色文
学经典，对稀缺初版本进行抢
救性重现，以初版本影印的方
式出版，具有珍贵的文献、史
料 及 版 本 价 值 。 另 一 部 丛 书

《百部优秀剧作典藏》 共 10 卷，
550万字，系统回顾了中国戏剧
文 学 发 展 历 程 ， 遴 选 出 话 剧

《屈原》、歌剧 《洪湖赤卫队》、
京剧《骆驼祥子》等100部戏剧
经典，既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国
共产党领导戏剧文化实践的珍
贵记录，也展现了百年中国戏剧
史。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举 办
“2021 年主题出版物推介会”，
推出多部新书。“建党百年百篇
文学短经典”系列，精选反映
建党百年光辉历程的优秀中短
篇小说与散文纪实作品 100 篇，
按发表时间分为 《开天辟地新
航船》《崛起东方新中国》《劈
波斩浪新征程》《走进辉煌新时
代》 四卷，其中既有经过时间
考验、读者广为传颂的红色经
典，也有以饱满热情书写改革
开放、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各
项 事 业 取 得 历 史 性 成 就 的 新
篇。纪实作品 《1937，延安对
话》 是美国学者托马斯·亚瑟·
毕森 1937 年 6 月到访延安的见闻与记录在中国的首次出
版。1937 年 6 月卢沟桥事变前夕，毕森奔赴延安，亲眼
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
月，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用文
字和镜头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
想和奋斗实践。作家铁流的报告文学 《靠山》 记述了革
命战争年代尤其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踊
跃支前的动人场面，通过上百个真实故事浓墨重彩地呈
现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互为“靠山”的血肉联系。

广西师大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长篇纪实散文 《后龙村
扶贫记》，聚焦曾经极度贫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凌
云县泗城镇后龙村，作者罗南在书中展现了贫困群众与
扶贫干部之间由陌生、防备、对峙到接受、融合、改变
的过程。后龙村背陇瑶族独具特色的日常生活让作品充
溢着浓郁的地域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刘玉的 《湘江战
役的民间记忆》 从民间记忆角度出发，将散落桂北大
地、湘江两岸中央红军长征所到之处留下的珍贵故事打
捞起来，再现了48位口述人经历的湘江战役。

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新书 《新北京新京味儿——百
年百篇话北京》，精选百位当代散文名家作品，以北京地
域为表达范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时间轴，以

“百年变迁收笔底，京味京韵写正道”为特色，用优美的
文字、灵动的意象、大写的精神，记录了北京城的人文
历史，见证了北京城新旧时代的更迭和新时代北京人的
精气神。

上海文艺出版社向读者重点推荐该社庆祝建党百年
书单，其中包括何建明 《革命者》《浦东史诗》、李约热

《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李明春 《山盟》、哲贵 《金
乡》、郭菲《寻找支格阿尔》等纪实文学和小说以及《百
年大党——老外讲故事》《碧血丹心家国魂——革命烈士
遗文大典》《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红色记忆》
等12种作品。

本报电（辛丽芳） 7 月 11 日，当代作家温燕霞红色
题材长篇小说 《虎犊》 首发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举行。

《虎犊》是一部正面讲述少共国际师青少年红军战士
不惧艰难困苦、浴血奋战、勇敢成长的小说。上篇通过
以杜鸿运为主人公的一群青少年红军战士浴血奋战，在
残酷的战争中成长为合格军人，并最终为革命流尽最后
一滴血的感人事迹，再现了少共国际师的英雄传奇；下
篇以杜鸿运的曾孙、某电视台时空对话节目编导杜思红
的视角，讲述后人对先烈的苦苦追寻，反映红色基因代
代传承。

据了解，作为漓江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联合打造的
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品，《虎犊》已入选2021
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建
党100年主题出版重点选题、“中国好书”2021年6月榜。

近两三年来，精准扶贫、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
学不少，或写国家层面，或瞄准一省、一市、一县甚
至一村；或全景式表达，或侧重基础设施建设、思想
观念、文化教育、医卫配套、产业发展、先进事迹等
某一方面。作家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形成一场令
人瞩目的纸上风暴。而引发这场风暴的原点，就是

“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梨子寨。见证
这场风暴的，除了 2013年 11月 3日这一时间点，还有
梨子寨靠近山顶处一棵古老的梨树。

这棵梨树，在文学乃至美学意义上，成为了精准
扶贫的一个地标。卢一萍的四十万言 《扶贫志》 就是
由这棵梨树开篇的。从这棵树出发，他以花垣县为原
点，以湘西为腹地，以湖南为案例，向世界讲述了中
国脱贫事业获得巨大成功、诞生人间奇迹的原因。

《扶贫志》由五篇十八章和前引、结语构成，且缀
有后记。第一篇“首倡地”写花垣县委书记罗明和十
八洞村驻村帮扶队长龙秀林，对风暴发轫地的帮扶探
索、举措与行动。第二篇“大地基石”写田金珍、龙
献文兄妹，谭绍鲜、谭泽勇、田昌英等几位本土本乡
村干部舍己为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第三篇

“且将他乡当故土”写邱孝、刘斌、杨凯、时鹏等几名
异乡人，从省城长沙乃至首都北京到湘西驻村担任第
一书记和帮扶队员的所作所为。第四篇“在悬崖上逆
袭”写了酒鬼龙先兰、病残女吴添春和留守女谭艳林
三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年轻一代村民，与命运顽强抗
争，反过来帮助其他村民脱贫致富的人生之变与奋斗
奇迹。第五篇“仰望星空的人”写几位有想法、有情
怀，已然从农民变成城里人的理想主义者，毅然返身
贫瘠边远农村，带领村民战贫奔富、立志振兴乡村的
故事。他们中有“90后”“50后”，有大学生，也有失

学者，他们是麻兴刚父子、石泽林、王少甫、张顺心
和牺牲在扶贫岗位上的老兵王新法。

由此看出，卢一萍的笔墨完全用在了人的身上，
基本上是每一章主写一个人，写出了一组置身精准扶
贫战中各色人等的生动群像。人脱贫了，也就意味有
产业的兴起，意味着有衣食住行、有宜居环境，也就
意味着村子脱贫、农村脱贫了。所以，扶贫即扶人，
而扶人，必先扶志。所以，书名中的志，既指志书的
志，又指志气的志。

写人更应该写人的内心。可内心又被对方衣饰和
肉体的城堡紧紧包裹，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写？这
个难不倒卢一萍。为避开误写、谬断的尴尬与风险，
他将这一作业交给了采写对象，由他们自己一字一
句、落子有声地讲述出来，而卢一萍所做的，是把它
们忠实地记录下来，让读者和时间去检验。

这样一来，《扶贫志》 就具有了复调式叙述结构。
书中每一章，基本上都是由两个人的讲叙交替相嵌叠
加而成。一个人是作者自己，讲地缘与历史、背景与
环境、由来与过程、效果与影响，穿针引线，承上启
下，担当总编导的角色。另一人 （其中两章为两人）
即采访对象，讲人生经历、苦难与绝望、失败与成
功、矛盾冲突，尤其讲心路变迁和思想心得。还有一
种复调，是全书五篇由本土人与异乡人、扶贫人与被
扶贫人、官方人士与民间人士等不同身份者穿插回旋
形成的复调。

没有写作的田野考察、现场感与亲历性，何来非
虚构？偏偏是，卢一萍反其道而行之，让读者从引
言、五篇十八章，直至看毕结语，竟没能看见一个

“我”字！他的策略是，把大量的“我”，藏在了后记
中。如是，后记就成了正文的一部分，或者说与正文

演绎了一种复调，亦即本书的第三重复调。
除了叙事结构的特色，《扶贫志》 令人印象最深

的，是它的真实性——它的惊心动魄、步步惊心的真
实性。由大密度的感人细节波连波、浪打浪奔涌成的
扶贫人的感人事迹，让我几次动情，不得不在压住哽
咽和泪奔中阅读。比如老兵王新法建烈士陵园的决
绝，比如好几位原本家境富裕的村干部，因帮助村民
脱贫，却顾不上自己的情状。也有的故事，带给我的
是沉重与喜悦相伴的感动，比如大字不识几个、卖了
一头猪就敢拍电视剧 《千里寻母记》 的传奇人物田金
珍。在表现这些时，作者“我”用冷静、不动声色的
零度叙述呈现，但却丝毫掩饰不住被采写的主人公现
身说法的感染力，他们坦诚的、原汁原味的讲述，充
斥着情感的温度。从这一点上，也可看出作者对复杂
语境处理的高妙，筋筋绊绊，一枝一叶，说服力很强。

写湖南，又不囿于湖南；写扶贫期间，也写扶贫
之前和扶贫后的未来——这填充和撑开了 《扶贫志》
的格局与志向。书中和盘托出的诸多案例、样本，其
稀有性与丰饶性，实验性与先锋性，典型性与囊括
性，尤其是可复制性和推广实效，为推动人类文明进
程的中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役，提供了一部弥足
珍贵的文学史料。可以想见，没有一片赤子情怀，没
有对土地的信仰，没有敢于吃苦的作风，卢一萍的采
访就不可能这么深入，更写不出风暴中的那几多微
澜、微澜中的那几多澎湃。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闻一多—

闪耀世界诗坛的一颗星
魏文文

◎新作评介

一棵梨树标定的纸上风暴
——读卢一萍长篇非虚构《扶贫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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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张子航） 近日，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黎紫书
长篇小说 《流俗地》 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
以马来西亚锡都被居民喊作“楼上楼”的小社会拉开序
幕，用细腻的笔法讲述了当地居民的市井生活。

主人公银霞生来是盲女，聪慧、敏感，善于洞察人
心。她既愿意在家编织箩筐，也渴望融入外面的世界；
她学象棋、上盲校，在随生而来的困顿里劈开了一片
天。小说以跳接时空的叙事手法，为各个角色穿针引
线，每个短篇看似独立却又连续，写出了小城人物在生
命狂流里的载浮载沉。

马来西亚华语写作向来负荷民族与国家、母国与母
语、他乡与故乡等重大命题，“可是，到了‘流俗地’却
降为人世间”，作家王安忆评价说。作者黎紫书说，书中

“没有耸人听闻的事件和光怪陆离的社会背景，但我希望
它打动中文世界”。

《扶贫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扶贫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闻一多《红烛》英译本

▲《闻一多诗文集》法文版▲《闻一多诗文集》法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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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犊》：再现少共国际师战火青春

《流俗地》：

细致描摹马来小城市井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