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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诗》

内容概要

本书是卞之琳的一本诗论集，初版于1984年，收文22篇，约仅十一万多字，本版本删去了两三篇，增
入后写的三十多篇，全书分三辑，第一辑以忆人为主，第二辑以评作品为主，第三辑以实践中探讨问
题为主，但不能截然分开，各辑内涵随时都互有渗透处。
全书分三辑，第一辑作者述及师友，从朱光潜、闻一多、沈从文、梁宗岱、林徽因、叶公超、戴望舒
、冯至、罗大冈、冼星海、周煦良、邵洵美、李健吾、吴世昌、师陀，到何其芳、方敬，以生年先后
为序；第二辑论及诗文，从徐志摩、废名、冯至、吴兴华到古苍梧、江弱水；第三辑各篇则以写作先
后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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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诗》

作者简介

卞之琳（1910-2000.12.4）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文学研究家。曾用笔名季陵,祖籍江苏溧水，1910年
生于江苏海门。1933年毕业于北平北京大学英文系，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49-1952)现仍任中社
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二级)享受终身制待遇；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外国文学评议组成员；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 ；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任顾问；曾作客英国牛津(1947-1949)。抗日
战争初年曾访问 延安从事临时性教学工作、并访问太行山区前方、随军；回西南大后方后在昆明西南
联大，任 讲师，副教授，定级教授，1946复员至天津南开大学任职一年。解放后多次下乡生活与协助 
农村工作。
卞之琳一生翻译了大量世界名著，译著包括《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窄门》、《浪子回家集》、《
紫罗兰姑娘》、《英国诗选》等。此外，他还创作了《雕虫纪历１９３３—１９５８》、《十年诗
草1930-1939》等诗作，以及《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等一批重要著作。２０
００年１月，卞之琳获得了首届“中国诗人奖──终生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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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诗》

书籍目录

增订自序第一辑一条界线和另一方面：郭沫若诗人百年生辰纪念政治美学：追忆朱光潜生平的一小段
插曲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还是且讲一点他：追念沈从文人事固多乖：纪念梁宗岱窗
子内外：忆林徽因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悼念戴望舒悼冯至又参商几度：追念罗大冈冼星
海纪念附骥小识人尚性灵，诗通神韵：追忆周煦良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学小论争追忆李健吾的“快马
”罗音室主吴世昌谢世志哀话旧成独白：追念师陀突围小记胡乔木淡如水中识醇味：追念王尘无何其
芳与诗派何其芳与《工作》何其芳晚年译诗脱帽志哀：追忆方敬第二辑徐志摩诗重读志感《徐志摩选
集》序《徐志摩译诗集》序《冯文炳选集》序《戴望舒诗集》序诗与小说：读冯至创作《伍子胥》《
李广田散文选》序《李广田诗选》序《孙毓棠诗集》序吴兴华的诗与译诗读宗璞《野葫芦引》第一卷
《南渡记》莲出于火：读古苍梧诗集《铜莲》介绍江弱水的几首诗第三辑开讲英国诗想到的一些体验
哼唱型节奏(吟调)和说话型节奏(诵调)对于新诗发展问题的几点看法谈诗歌的格律问题《雕虫纪历》
自序分与合之间：关于西方现代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与周策纵谈新诗格律信答读者：谈“新诗”
形式问题的讨论今日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新诗和西方诗译诗艺术的成年《英国诗选》编译序说“三”
道“四”：读余光中《中西文学之比较》，从西诗、旧诗谈到新诗律探索文学翻译与语言感觉翻译对
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难忘的尘缘——序秋吉久纪夫编译日本版《卞之琳诗集》重探参差均衡律——汉
语古今新旧体诗的声律通途无意义中自有意义——戏译爱德华。里亚谐趣诗随想重温《讲话》看现实
主义问题相干与不相干——读秋吉久纪夫论《尺八》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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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诗》

精彩短评

1、很真实，尽是些家长里短的琐碎
2、好书，以前的东西就是经典。。。
3、这本书的第三辑详细介绍了“以顿应步”（是的，我没看到卞之琳本人使用“以顿代步”这个目
前已经成为专用名词的说法）。作为诗人和翻译家，卞之琳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要比某些专业翻译家深
刻的多了，例子丰富，论证虽然简单，但也不失严密，关键是指出了这种译法在中国文言律诗和欧洲
格律诗之间的桥梁作用。显示了讨论者至少在诗歌方面学兼中西的视角，非常有启发性，不可不读。
4、3.5星。再次印证了好诗人不一定擅长写文章，第一辑回忆故友和第二辑评鉴作品，实在令人意兴
索然。第三辑中探讨新诗格律的技术性问题倒是可以一读。原来江弱水的诗还有幸得到过卞之琳的点
评和推荐。卞之琳说“19岁写诗，再成熟也并不稀奇”，想想自己也是直到19岁后，才写出些尚且能
看的诗来。
5、第一部分回忆录文笔寡淡弃，诗人写文不一定好
6、果然诗人不一定能写好文章。第一辑和第二辑实在难以卒读，只有第三辑勉强可读。
7、近读《读书》杂志上评论家新秀陈平原同志一篇《两脚踏东西文化》揄扬林语堂其人其文的见诸
要目的文章，...就是谈林语堂早先允称出于民族自豪感，对外国人美化中国的好意而写出的英文小说
名著多少学《红楼梦》写华丽家族的“Moment in Peking”，竟沿用抗战期间上海滩有人汉译书名《京
华烟云》，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内地出版台湾一位女译者的译本也沿用这个名字，不知道林语堂究
竟还有点旧文学根柢，知道以四字文言作书名，应安排平仄对称才好念，所以自译书名叫《瞬息京华
》，仄仄平平，正好合适，而《京华烟云》，却是平平平平。2008年1月4日 上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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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诗》

精彩书评

1、大学图书馆里有许多与本校历史有关的书，这便是其中一本。出于对在这个大学里呆过的人和那
个年代的好奇，我借了一本。前半部分细细读了，后面便翻阅了一下。这本书的历史考据价值多于文
学上的价值，内容多是卞之琳先生当时与文人们和他们的书之间发生的事。有人事纷争有金钱往来。
缺点在于并无较大的可读性，而优点在于真实。把很多当时的名人，连同他自己，都拉下了过高的西
南联大的神坛。我们如今所称颂的西南联大，并不是真实存在过的西南联大，而是一个知识精英阶层
社会的幻想。读此书感觉卞之琳先生并不是洒脱的人，家长里短，多像女子所言。但也是一个经历一
段世情的成年人正常的惦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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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诗》

章节试读

1、《人与诗》的笔记-第183页

        徐志摩“译过法国波德莱尔的一首诗（发表在早期《语丝》上，所附的一些废话，受到鲁迅的鄙
夷）。

2、《人与诗》的笔记-第182页

        卞之琳说废名普通话也明显带湖北口音，说话纳纳，不甚畅达，笔下也就带涩味也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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