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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罗伯特·弗罗斯特被誉为美国的民族诗人，他的诗歌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读者，是国内外许多学者和
青年学生的最爱。
正文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一、作家小传，二、代表作品的分析，三、弗罗斯特在欧关的研究历史与
现状，四、弗罗斯特在我国的译介情况。
本书由黄宗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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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斯蒂文斯曾经说：“诗人的词语是一些缺少了这些单词就不存在的东西。
”①诗歌中的单词之所以能够成为词语不只是因为它们表达了意思——散文中的单词照样可以表达意
思——而是因为它们还是各种声音，因为它们是在用声音来表达生命的意义。
弗罗斯特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诗歌创作中声音效果的重要性。
弗罗斯特认为诗人要打动读者，他必须使作品富有戏剧性，而要使作品富有戏剧性，仅仅靠变换诗歌
中的句子结构是无济于事的。
诗人必须依靠声音，必须依靠诗歌中的“说话声调”（speakingt one of voicc），因为“那是惟一可以
使诗歌免于单调的元素。
”②他认为“诗歌创作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让所有的诗歌听起来不尽相同。
”③因此，在他看来，“一首诗歌总共要达到三个目的：眼睛、耳朵和心灵。
最重要的是要打动读者的心灵，而要打动读者心灵最有把握的途径就是通过耳朵。
一首诗歌所创造的视觉意象固然重要，但实际上更加重要的是诗人应该通过有节奏的遣词造句来达到
把握读者诵读诗歌的语调和停顿的目的。
通过诗人的精心遣词和节奏安排，幽默、怜悯、歇斯底里、愤怒等各种情感效果都可以得到体现或者
获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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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弗罗斯特研究》为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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