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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表达了我真实的生存状态
——访诗人骆英 □黄尚恩

文化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分支和文化学的
重要维度，是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和人类所创造的文
化在起源、传承、流布等方面与地理环境内在关系的学
科，其主旨在于探讨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人类社会的文
化定型活动，以及这些文化定型活动在改变人文环境过
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一些论者将
文化地理学引入文艺批评的视域，发掘和解读文艺作品
的文化地理意蕴，提升了文艺批评的品位和层次。鉴于
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尚处于不自觉状态，笔者认
为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梳理和解析。

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发轫于文化社会学与
现代文化地理学的交汇与融和。文化社会学强调社会环
境，包括历史、人文、宗教、风俗、法律、民族性格、时代精
神等因素对文学艺术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这就决定
了文艺批评必须从社会环境角度对文艺作品进行观照和
审视。文化地理学研究人类地理观念中所蕴含的文化因
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关注地理观念对于文艺叙述在审美
世界里所涵育的新的地理空间形式，它与文学艺术对地
理环境及其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认识和表达，在本质上
迥然有别，因为文学艺术是叙述者经过所在社会的意识
形态和文化观念等中间环节加以实现和体现的。文艺批
评既包含一定的思想内涵，同时又带有评论者的价值判
断，而发掘思想内涵和建构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离不
开文化地理学方法的支持和引导，换言之，文艺批评只有
准确揭示一定历史条件下文艺作品对地理环境的状绘和
摹写，以及这种状绘和摹写所形成的审美个性和审美风
格，才能深透地袒露蕴含其中的意识形态意蕴。所以，文
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不仅能够扩展人类审美的地
理空间，而且能够彰显社会发展的人文风貌。

把握和处理好文学艺术创作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内在
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文艺创作的品质，也在很大程度上
左右着文艺批评方法的生成。西方早期的文艺理论家既
把文学艺术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作为阐释内容，也把文学
艺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纳入论述范畴，并将社会环境和
地理环境融为一体加以考察言说。18世纪意大利历史哲
学家维科在其所著的《新科学》一书中，就把对诗歌起源
的探究放在远古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之中。法国斯达尔
夫人在其《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中，从宗教、
社会风俗和法律等社会因素层面打量文学艺术，并阐述
了文学对宗教、社会风俗和法律的反作用，强调文学艺术
与社会环境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她
对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表现出浓厚兴趣，指出西
欧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差异与地理要素似乎密不可
分。19世纪欧洲文化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从客观唯
心主义“理念”论出发研究环境与文学艺术形成的内在肌
理，他把文学艺术看作是“绝对理念”的演化形式，认为文
学艺术是时代、环境、民族观念的综合体现，其中的环境
既包括社会环境也包括自然环境。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
斯鸠最早系统地提出了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本质产生决
定性影响的论断，是西方较早从地理环境视角诠释文学
艺术起源和创作的重要哲学家之一。19世纪法国历史学
家和文艺批评家泰纳，在吸纳孟德斯鸠德的文学地理学
方法、斯达尔夫人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和黑格尔的“理念

论”的前提下，提出了种族、环境和时代是文学艺术本质
的三个决定性元素。在这里，尽管泰纳所讲的“环境”仍
然是指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但与斯达尔夫人等文学社
会学家不同的是，泰纳鲜明地指出，“居住在寒冷潮湿地
理环境下的民族，受环境困扰生成忧郁性格，倾向于狂
醉、贪食，渴望战斗流血的生活；而居住在地理环境美丽
的海岸的民族，则向往航海和商业，偏爱社会的事物、雄
辩术、科学发明、艺术等”，更加注重强调自然环境对文学
艺术发展的影响。

作为文学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批评，客观上决
定了必然要将触角延伸至文化地理学境域。文艺批评的
文化地理学取向，肇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并延续至今，
主要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当代地理科学，以及文化
产业兴起等诸因素的影响，相对成熟的文化地理学文艺
批评模式，当首推英国文化学者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
学》，该书从理论批评角度对文化地理学的文艺批评方法
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提出“缺少文化地理考量的文艺
批评是蹩脚的和不可靠的”著名观点。而以文化地理学
原理统领文艺批评的代表性著作，应该是美国文化地理
学批评家爱德华·W.萨义德的《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
义》两部专著。这两部专著从意识形态和地缘文化两个
方面对西方殖民统治时代文艺批评的规律、特点和本质
进行了深层揭示。

与孟德斯鸠、黑格尔等西方著名思想家倡导地理环
境决定文化和文学的地理决定论者不同，迈克·克朗文艺
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的落脚点，在于研究“文化是怎样
塑造日常空间的”，也就是说，他注重研究文学艺术以及
其他文化传播媒介的文化传播的能动性作用，研究它们
对于人类日常生活空间观念和地理意识形成的影响。迈
克·克朗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思考了国家、民族、商业、公
司、商店、商品、文学、音乐、电影等在文化发展中所扮演
的角色，也研究了居住地区特别是地理环境对人们产生
的各种影响。在《文化地理学》中，迈克·克朗首先从众多
关于“文化”的界说中确定了自己的方向，认为文化是“一
整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它们使不同的生活方式产
生了意义，生活中那些物资的形式和具有象征性的形式
产生于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明确提出文艺批评的
文化地理学方法就是注重“研究文化在现实地域空间中
的作用问题”。在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视野里，文化尽
管作为一整套的思想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绝非生活的
剩余物，不是可有可无和无关紧要的东西，它是人类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它“就是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事物”。从这
种观点来看，文化作为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就是与人们
的生活和创造紧密相连，没有一定的文化观念就不可能
催生和冶炼出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因此，文学艺术作
品中的地理环境的叙述和描写，以及文学艺术关于地理
环境叙述和描写所生成的审美形式，就成为社会文化的
一部分。研究、分析、认识一定的社会文化，就必须研究
它的文学艺术作品及其中的地理空间的叙述、描写及建
立在其上的审美形式所包含的文化意义。由此可以看
出，迈克·克朗的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就是揭示
文学艺术创作审美形式的社会意义，揭示文学艺术对于
地理空间的叙述和描写以及这种叙述和描写形成的审美

形式的社会价值。爱德华·W.萨义德对文艺批评的定义
则更多地带有文化地理学的色彩，他认为所谓文艺批评

“有两重意思，首先，它指的是描述、交流和表达的艺
术等活动，这些活动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
域。同时，它们通常以美学形式而存在，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娱乐”。他指出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对于形成帝国
主义态度、参照系和生活经验极其重要，因为小说的

“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
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
史存在的方式”。萨义德通过对小说家奥斯丁、狄更
斯、康拉德等人作品的美学分析，阐明了西方小说美学
形式的生成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统治不无关系，笃化了
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立场。

我国尽管迄今尚未构建完整而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文
化地理学方法和机制，但古代文人早已认识到地理环境
与作家人品养成、与文学艺术作品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
先秦时期的文艺批评论著《毛诗序》就主张不同区域地理
环境将形成不同的诗歌风格。魏晋南北朝时代形成的我
国第一部文艺批评专著《文心雕龙》，以天人合一思想为
基调详尽细密地阐述了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文学艺术
演进的影响，以及文学艺术对于环境意识形成的反作
用。检测和裁断中国诗歌散文最根本的审美标准是“意
境说”，而意境的生成就是自然环境中情与景的交融。因
此，我国诗歌散文强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于情感的
引发作用，以及反过来诗歌散文审美形式对于人类情感
的升华作用。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自然地理
学的批评，就建立于“文以载道”的哲学基础之上。《文心
雕龙》首篇《原道》指出，“文之为德者大矣，与天地并生者
何哉？”把“文”区分为形文、声文和情文，人文源自于太
极、源自于自然。诗歌散文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成为我国
古代诗论的重要内容。

与西方不同，我国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无论
是古代的诗论和文论，还是现当代关于乡土文学和地域
文化的研究，更偏重于强调地缘特征对于文学艺术风格
生成的内在作用；而西方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则
既研究地理环境与文学艺术生成的关系，又注重人类通
过对地缘环境的认知理解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内涵，进而
确立话语权者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环境
中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态度和现实政治态度，而这些强势
者的日常生活态度和现实政治态度，又决定着文艺批评
在不同地理空间的表现形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存在
着两个层次上的地理空间：一个是实际生活中的地理空
间；一个是处于一定地理环境下的人们对自己以及其他
地理空间的认识和理解，前者客观地存在着，只有以理性
态度和科学方法才能加以揭橥和评骘，而后者却是日常
生活中人们对地理空间的文化判断，它是一定社会条件
下的人们，透过社会意识形态对于地理空间的认识和把
握。与此相联系，存在着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地理空间意
识和态度，以及在地理空间态度、观念的引领和统筹下，
作家艺术家对地理空间的美学表达和艺术言说。可以
说，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的价值在于，不仅展现了
作家艺术家对地理空间的美学处理方式，更重要的是向
人们传递了关于地理环境的历史态度和人文立场。

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视角
□刘金祥

胡光凡的自选集《美的领悟与思考》是他从事40
年学术研究和文艺评论的重要成果。

做一个好的文艺评论家是非常难的事。文艺批
评不同于文艺创作，文艺创作可以借助丰富的生活和
阅读积累，想象力与文学表达力，创作出好作品。而
文艺批评家则必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大量的深度的
阅读，比较鉴别，乃至对作品的深刻思考和作者的深
切了解，甚至直接感知，才能写出真正让人信服和中
肯的评论文章。在这里评论家确实是“它们的奴
仆”。评论家干的确实是“苦差事”。然而，更为珍贵
的事实是，一篇好的评论文章，既可以让一个作品产
生不同凡响的影响力，甚至轰动效应，引导读者阅读
和欣赏。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作品的定位，同时又可以
廓清一个时期和阶段的文艺创作思潮与艺术追求、审
美情趣，起到警醒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我以为是更
为重要和独特的，更能体现一个评论家的思想高度、
精神高度与人格光芒。

光凡好读书，敏于思考。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
艺观、审美观为指导，用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来观察、分
析、评价一切文艺现象、文艺思潮和作家作品。注重
理论联系实际，善于从艺术中、从生活中探索美、发现
美、鉴赏美、传播美，努力做到讲真话，抒真情，求真
理。在评论工作中，他遵循鲁迅的教导：“坏处说坏，
好处说好”，对作家作品既不“捧杀”，也不“棒杀”。以
手中的笔为武器，激浊扬清，“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
灌 溉 佳 花 —— 佳 花 的 苗 ”（《华 盖 集·并 非 闲
话（三）》）。力求充分发挥文艺理论批评对文艺创作
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引导作用。他是作家艺术家的诤
友和良师。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文艺作家
之间的深情厚谊、心灵交流和形影雅致。

他研究作家，评论作品，从来是认认真真、一丝不
苟的。一边细读作品，一边把自己的所感、所悟、所
思，凡得之于心者，立即注之于手——一一记在卡片
上。几十年来，他积累的卡片竟有几抽屉！他对任何一个作品或作家的
评论，都是真诚有致，极富责任，充满感情。从不随意马虎，望文生义，凭
妄断和臆想行事。即使对数十万言的长篇，他都不读三遍不忍发言。正
因为如此，他写出的文章、被评论的作品，往往能得出鞭辟入里的真知
灼见，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对作家作品作出实事求是、深刻中肯
而又富于创见的评价。他曾写过一篇《写出色彩来，写出情调来——评
古华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古华读过
后，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您能抓住色彩、情调为文，立意是
新鲜的。我们的文学评论，实在应当从单一的‘思想剖析’中解脱出
来，多探讨一些艺术问题，相信于作者、读者都会有益处些。所以我应
当感谢您。”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光凡作为一个老文艺评论家的
立场坚守与价值取向，应当让我们大家尊为楷模，以净化当下的文化时
空。如前些年，针对文化领域出现的各种文艺思潮和文化时尚，大众所
关心的热点问题、他所写的评论文章，像《向文艺家进一言——从荧屏
清宫戏热说起》《“选美热”的冷思考》《雅与俗：关注大众文化审美品
位》《“男色”娱人：媚俗的新标本》《对“追星族”要引导，切勿蛊
惑》《媒体不宜无休止地炒作〈色·戒〉》《娱乐，别忘了文化品位》等，
都是有的放矢，直言不讳地针砭时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
明，从不吞吞吐吐，含糊其言。这种品格文风堪为表率。

细读光凡书中的许多评论文章，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在对作品评
论时，特别注重作品的思想高度、精神高度和艺术高度的辨析。他对作品
的思辨是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有时还是伦理的和“道德自然”的。而
正是这种深邃而理性、人性与道德的合理思辨，使得他的文章极自然地走
向美的殿堂与美的时空，美的情境中去捕捉，遥远与历史，想象与现实，客
观与主观的灵魂观照与探觅。由之高贵、平淡、雅俗、奇特、诡秘、神圣、幽
暗、光明、沉重，都会置于他的慧眼和诗心中，显现其作品自身具有的思想
火熖、审美韵律、价值趋向，进而也坦露出作家的心志与艺德智慧与操守，
勤奋与天资，甚至那微澜如水的人生旅途的情丝恨缕，离愁别情，眷恋与
悲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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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人的眼中，在大众面前，我是一个商
人，其实我是一个诗人。”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
长黄怒波喜欢这样跟别人说明自己的身份。写
诗时，他用“骆英”这个笔名，他至今已经出版了

《都市流浪集》《小兔子及其他》《7+2 登山日记》
《绿度母》等10多部诗集。他设立的中坤诗歌发
展基金会多年来积极扶持诗歌事业，得到了良好
的反响。近期，中坤诗歌发展基金会成为了诗歌
民间组织“世界诗歌运动”的成员，骆英也成为该
组织的协调员。骆英在接受采访时说：“因为中
国当下社会具有巨大的活力，中国诗歌也迎来了
新的发展契机。通过世界诗歌运动这个平台，我
们要把中国诗歌的声音传递出去。”

记 者：您更多的是以商人的身份为人们
所知，但却写了很多诗。写诗对您到底意味着
什么？

骆 英：经商，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谋生；登
山，是一种体验和逃避；写诗，却是我真实的
生存状态。所以，我的诗其实是写给自己的。
我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中，这个社会有
什么样的美和丑，我要把它真实地表达出来。
表达完了，我的心里也就平静了。我从没考虑
我的诗读者会不会喜欢，因为我不想因为这些
去“化装”那些诗作、去取悦社会和别人。它
体现的是我真实的存在状态。因为有诗歌，我
活得很坦然。我是好是坏，我都已经在诗歌中
抒发完了。我没有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焦
虑感。

记 者：面对一些诗人对您诗歌写作的质
疑，您自称“一流登山家、二流企业家、三流诗
人”。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调侃？

骆 英：我对自己的诗歌写作有清醒的判
断，我做不了一个一流的诗人。我只是一个诗歌
文本的提供者，我没有那种雄心，不像当下的一
些诗人，大师情结很重。那么，我认为做一个三
流诗人也挺好。当然，这样说也是为了一种防
御。因为我商人的身份，好多人就不服气，“不就
有钱嘛，你的诗才有名”。那我就说，“我都三流
诗人了，你还跟我计较什么”。其实，一个诗人就
是要写诗，算一流、二流还是三流都没关系。诗
写出来，就不归作者来判断了。甚至，也不是由
评论家来说了算。不是今天哪个评论家说我一
流了我就一流了，或者谁说我不是诗人就不是诗
人了。一切都只能交给时间和读者。“二流企业
家”确实是真的。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流的，你
就永远不会进步。二流的，你就会琢磨别人是怎
么做的。这是企业家的姿态问题。“一流登山
家”，我确实是。我2005年才开始登乞力马扎罗
山，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走完了“7+2”（七大洲
最高峰和南北两极点）。我现在想起来都佩服自
己，竟然活着回来了。现在再叫我去登一遍珠
峰，心理上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记 者：从《小兔子及其他》到《第九夜》，您都

特别注重对都市人所面对的生命困境进行反思。
骆 英：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当下的社会是

最具活力的。我们现在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很
多人都有强烈的焦虑感。这是因为我们正在进
行城镇化，各种力量在较劲，很多问题也在涌
现。中国的当代诗歌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找到
现代性困境的核心所在，并针对它进行创作，能
够激发出其他国家诗歌所没有的活力。实际上，
诗人应该对这种困境进行言说、批判。中国当代
诗歌要紧紧拥抱现代性，让诗歌回到社会现场，
这样诗歌才会具有活力。你看惠特曼、圣琼·佩
斯，还有艾略特、金斯堡的诗歌作品，都跟当代的
现代性进程紧密结合——要么被卷进去了，要么
去抗拒它。

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时代，社会生活越来越
世俗化、物欲化。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诗人被边
缘化，介入不到生活的核心地带。因而，现在中
国很多诗人缺乏对现代性困境的认知，诗歌写作
越来越讲究“纯诗”、“纯艺术”。因为作为一个商
人，我也许跟别的诗人有些不一样，因为被卷入
到当下社会的旋涡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当
今社会所具有的活力与困境。这就是我为什么
写出《小兔子》《第九夜》《绿度母》这些带有批判
性作品的原因。

记 者：你认为自己是“诗歌的野蛮人”。一
些评论家认为，骆英的诗“成也野蛮，败也野
蛮”。你是特别看重这份“野蛮”吗？为什么不把
诗作写得更加“精致”一些？

骆 英：我的诗歌为什么显得野蛮呢？因为
大家都不这么写，只有我这么写。我有一个观
点，野蛮的世界、野蛮的社会，只能用野蛮的语言
来对应它。你无法面对一个彪形大汉，而去描眉
绣花。这就是一种野蛮的思路。也就是说，既然
生活这么丑，我就让它丑到极点，让你真正看到
它到底有多丑。另外，我确实不大关注诗歌的语
言。有的时候，你太关注语言、写得太工整，就把
原来野蛮的锐气消磨掉了。我试图追求的是一
种朴素的大悲大美。这是另外一种诗歌美学。
这种诗歌美学我不知道怎么从理论上去概括
它。我的诗集《第九夜》出版以后，有诗人和评论
家就把它追踪到金斯堡的《嚎叫》上。当然，这是
过奖了。

但我的诗歌创作无论表达什么，都有一个核
心思想在其中：如何去看待现代性困境。比如在

《7+2登山日记》中，我把一个完整的自然呈现出
来，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大自然的纯美和伟大。
我思考的是谁是大自然的主体等问题。因为自
现代启蒙以来，我们始终以人为主体，认为人定

胜天，不尊重自然。但是《7+2登山日记》想要
表达的却是：山是伟大的，自然是伟大的，人
是很渺小的。《绿度母》讲述的是我们在全球化
背景下的一个困境：什么都讲究“大”——大
民族、大国家、大文化……但是，我们在哪
里？全部被消解掉了。我们生活在无限大的追
求当中，带来了无限大的恐惧和焦虑。所以，
在 《绿度母》 中，我写的都是很大、很空的东
西，让人抓不住要领。这样的诗歌读起来，自
然被觉得“野蛮”、“另类”。

记 者：《7+2登山日记》中的很多篇章都是
您在登山的过程中写的。在极端危险的情境中
写作，有何特殊的感受？

骆 英：我的诗歌，像《7+2 登山日记》是拿
命换来的。诗中写到的死亡，都是我自己亲身经
历的。我每天都看到死亡的阴影。当下的人，可
能会看到车把一个路人轧死了，虽然感到很悲
伤，但毕竟跟你没太大关系。在高峰上就不一
样，今天他可能还跟你坐在一块儿，等你再往上
攀登，他就变成山上的石头了。这个非常震撼。
在那种状态下，因为缺氧，人的思考方式会不一
样。脱离了原来的城市环境，你不再那么世俗，
思考得更加文学化、哲学化。种种因素加在一
起，你就有创作的冲动。

在登阿空加瓜峰时，我被困了几天几夜，风
在不停地吹，帐子都快被吹翻了。在这种情况
下，你对于风的看法、对于山的看法就变了。你
会把它们当作一个生命体来看待，与它们进行对
话。这是你在山下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想象
的。但是，随着登上顶峰，心中会不自然地涌起
豪迈感，因为你战胜了不可战胜的东西。这时，
诗的语言也完全变了。再比如在南极，每天太阳
都在顶上照着，那么单调，只能用平白朴实的语
言去描述它。但你最后加起来是一种大美：那种
安静、空旷、纯净、可怕……

记 者：中坤这些年积极地扶持诗歌，这是
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骆 英：我原来就是文学爱好者，一个写诗
的人，那么我有钱以后呢，自然就想到扶持诗
歌。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我认为这个时代不能
光有钱，总应该有人来呼吁诗歌的发展。所以，
我们设立了中坤诗歌发展基金，拿出 3000 万来
对诗歌进行扶持。当初启动的时候，存在各种质
疑。商界就认为这是一种噱头，现在拿钱去扶持
诗歌没什么用。诗歌界也觉得不可相信，说这个
家伙是不是给自己买名声，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
道我也写诗。这导致很多人后来看了我的诗，觉

得很惊讶，“这诗还行啊”。言下之意，原来他还
真是个诗人。

这么多年过来，中坤诗歌发展基金确实在促
进诗歌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比如，设立中坤诗歌
奖，奖掖那些成就卓越的诗人和翻译家；资助北
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和中国诗歌研究院，全面
地开展古今中外的诗歌研究工作；在北京门头
沟、安徽桐城及云南普洱等地举办了“中国诗歌
朗诵季”；举办了帕米尔诗歌之旅、亚洲诗歌节等
大型诗歌活动。现在看来，把做企业挣到的钱用
到诗歌上是值得的，社会上对此普遍比较认可，
这是我当初没想到的。

记 者：中坤的诗歌项目最近两年有一些变
动，比如帕米尔诗歌项目的停止、中坤诗歌奖去
掉翻译奖一项、加强对诗歌出版的扶持。

骆 英：帕米尔诗歌项目原来也做得挺好
的，但做来做去总是围着那几个朦胧诗人转，我
就有点看法了。我们每一年都要对具体项目进
行评估，看值不值得继续做下去。我特别不愿意
把钱总花在那么几个诗人身上。我希望整个诗
歌界都能够来共享这个基金。因此，我们做诗歌
项目，眼界要更开阔一些。我觉得，诗歌不能搞
圈子化，资源共享，才会公平。

至于诗歌出版，虽然是中坤出钱扶持，但不
能由我来决定出版谁的不出版谁的，因为我绝对
不直接参与这些项目，我也没有能力去判断谁的
诗好。这个事情现在交给北大新诗研究所来
做。但新诗所的老先生们都老了，怎么让后面一
代人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挑战。在开会的时候，
我一再提出，北大新诗所也不应该搞圈子化。可
以以北大的人为主体，但应该吸纳更多校外乃至
国外的人进来。诗歌出版、诗歌活动，也应该让
更多类型的诗人参与。我们的视野，不能光局限
于我们熟悉的诗人，甚至我们不喜欢的诗人也应
该拿进来。

中坤诗歌奖去掉翻译奖，确实是不妥当的。
诗歌翻译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应该有专门的一个
奖项去鼓励它。最近两届停掉，是因为有人对此
有不同的判断。但是下一届还得把翻译奖恢复，
我已经提了很多次了。

记 者：“中日诗歌对话”、“亚洲诗歌节”、
“亚北欧诗歌行动”……中坤这些年在推动中外
诗歌交流方面非常活跃，有什么样的收获？

骆 英：推动中外诗歌交流，主要目的就是
想跟世界各地的诗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从中了
解各地诗歌的发展状况。同时，也可以较为直接
而系统地把中国当代诗歌推介出去。到目前为

止，我们和日本、韩国、土耳其、英国、法国、哥伦
比亚、北欧等国家和地区的诗人都有过交流。这
种交流工作做到哪里，和那里的诗人的关系就建
立起来了。我们今年将邀请土耳其的诗人来北
大当驻校诗人。

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外国诗人对中国诗
歌很感兴趣。在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说，中国
诗歌所表达出来的崭新经验令人感到吃惊；在南
美，诗人们也对我写阿空加瓜峰的那些诗作感到
好奇，他们想了解一个外国人是怎么看待他们
的。同时，通过交流，我也对中国诗歌有了更大
的自信。通过对比，我发现目前中国诗歌的活力
是最大的，因为当前中国的社会具有很大的张
力。中国诗人作品中所描写的一些经验是我们
独有的。

接下来，我们主要和哥伦比亚进行更多的诗
歌交流。哥伦比亚有个麦德林诗歌节，目前已经
举办 24 届了，影响非常大。我们每年会组织诗
人去参加。怎么确定哪些诗人去参加呢？我初
步想到这么一个办法，邀请张清华、王光明等主
编诗歌年选的人推荐本年度较为优秀的诗人，把
名单综合起来之后再确定人选，这样就显得比较
公平。

记 者：近期您成为了“世界诗歌运动”首位
华人协调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您将会
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骆 英：世界诗歌运动是由麦德林诗歌节延
伸出来的民间诗歌组织，联合国每年都提供一定
的经费给予资助。该组织已发起3年，其目的就
是以诗歌促进人类的和谐与进步，搭建人类诗意
的精神家园。目前，世界诗歌运动已吸纳了全球
200 多个诗歌组织，共有 90 多个诗歌项目，来自
132个国家的1000多位诗人成员汇聚于此，可以
说是一个世界级的诗人联盟。

2013年11月，我带领诗人团去参加麦德林
诗歌节，收到了很好的反响。活动期间，世界
诗歌运动的总统筹、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的负责
人费尔南多·兰登邀请我作为世界诗歌运动组织
的协调员，参与未来该组织诗歌活动的核心工
作。我们一共13个协调员，每个月都在网上共
同商讨未来的一些工作计划。我作为其中的一
员，主要是想通过这个大的平台把中国诗歌的
声音传递给世界。我可以把国内所办的一些诗
歌节、诗歌活动纳入到这个大的框架之中，使
之产生更大的影响。

我目前正在延庆县办一个国际诗人雕塑
园。我想挑选古今中外 100 位诗人，每个国家
一位，邀请诗人所在国的雕塑家为他 （她） 雕
像，然后写上诗人介绍，配上该诗人的经典诗
句。这将会起到普及诗歌教育的作用。我正愁
这 100 个诗人怎么挑选，现在依托于世界诗歌
运动这个大的平台，我们可以一起通过投票来
确定诗人人选。另外，我们将来会举办越来越
多的诗歌交流活动，让中国与不同国家的诗人
进行互访，达到互相了解、信任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