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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夜森林边的思考
———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思想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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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伯特·弗罗斯特作为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思想和观点在其诗歌

艺术创作之中表现出来。本文仅以其诗歌来窥视其观点和思想，为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弗罗斯特

提供些许研究素材和浅薄的理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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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弗罗斯特作为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

诗人之一，从其人生的生活磨砺，诗歌的创作经历以

及诗歌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是可以看出的。弗罗斯

特的诗歌以通俗易懂，平淡朴素的语言和音律和谐

的节奏描绘了新英格兰乡村的田园风光和风俗人

情。他的诗歌虽也具有当时美国诗人所表达的时代

特征，但他更多的运用了传统诗歌的形式来描写和

表达了较为传统的题材。弗罗斯特创作的源泉多来

自于新英格兰地区的乡村和自己在那里的生活经

历，这也让他诗歌描写的场景戏剧化的融入了传统

诗歌形式的格律之中。同时，他的诗歌也以大量的诗

歌创作灵感，诗歌中意象和意境的丰富及其诗歌寓

意的深长而著称。

一首完美的诗歌应该是一个诗人主观印象的客

观形式。弗罗斯特的诗歌思想与写作受到了美国伟

大思想家和文学家拉尔夫·华尔 多·爱 默 生（./012
3/045 6789:5;，&,"%$&,,!）的影响。爱默生认为，

一个美国诗人应该是一个代表人物，而且具有非凡

的智性，他是一位世界和社会的观察家和预言家。同

时，爱默生还认为，诗人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

的纽带，诗人是最能够接受和善于表达深刻思想的

人 。 弗 罗 斯 特 在 其 著 名 的 诗 篇 《 修 墙（<8;4=;>
3/00）》中就以新英格兰乡村地区农户与农户之间用

院 墙 来 清 晰 户 与 户 之 间 关 系 的 那 种“?578@2=;>
@2898 =: @2/@ 458:;’@ 05A8 / B/00， ⋯⋯ C8 :/D:
/>/=;，‘E554 F8;G8: 7/H8 >554 ;8=>2I59:)’ ”（“坚

固的篱笆塑造着好的邻里”）乡村里人与人之间关系

的传统和保守的思想。诗篇中以“墙”为诗歌的意象

来象征了弗罗斯特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所持的看法和

观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僵持，因“墙”的存在而

更显苍白，人与人之间也因“墙”的存在而更显孤独。

诗人以一个观察者和旁观者的角度来探索人世间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墙”为该诗的意象和象征物来

透视了人们之间那种复杂而又冷漠的内心世界，而

不是人们口中直接表达的话语。弗罗斯特以一个诗

人所具有的非凡的“智性”，透过简洁而精辟的诗歌

语言来表达了个人对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和

思想。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生活经历给他带来了一种

性格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他著名的短篇

抒情诗歌《冰与火》（J=98 /;4 (G8）中可以窥见诗人

的这种比较复杂的心理。“?578 :/D @28 B5904 B=00
8;4 =; F=98， K ?578 :/D =; =G8) K J957 B2/@ (LA8
@/:@84 5F 48:=98 K ( 2504 B=@2 @25:8 B25 F/A59 F=98)
K MN@ =F =@ 2/4 @5 189=:2 @B=G8， K ( @2=;H ( H;5B
8;5N>2 5F 2/@8 K O5 :/D @2/@ F59 48:@9NG@=5; =G8 K
(: /0:5 >98/@ K *;4 B5N04 :NFF=G8) ”该诗在描写上

的格调是较为低沉的，对“冰”的憎恨是早已存在的，

对“火”是热爱的，但如果“火”过于的毁坏，同样会招

致诗人对“火”的憎恨与对“冰”的憎恨一样。从这首

诗中，可以窥见诗人在思想与性格上的保守性。从诗

歌中的这种保守性可以管窥到作者生活背景和人生

经历给他带来的一些比较复杂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但从弗罗斯特的整个诗歌表现中看，虽然他的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P5N9;/0 5F Q=G2/;> R5008>8 ·?5G=/0 ?G=8;G8 64=@=5;

S50)&+TU5)!
PN;)T !""#



诗歌多以新英格兰地区的乡村风俗人情为主要题材

以及采用的是传统的诗歌形式，在这点上未能受到

十九世纪美国现代派诗歌诗坛上的春蕾沃尔特·惠

特曼的影响。（惠特曼认为“完美的诗歌形式应该让

韵律自由成长，应该准确而疏松地结出像丛丛丁香

或者玫瑰那样的花蕾，形状像板栗、柑橘、瓜果和生

梨一样紧凑，散发着形式的难以捉摸的芳香。”〔!〕）但

在其诗歌中同样地以一个诗人的眼力和智性来表达

了一个人在困惑和困难、艰苦面前的毅力和韧力。这

点在弗罗斯特的一些诗歌中是可以窥见他的这种思

想的。爱默生在其《论诗人》一文中认为：“诗人具有

代表性。他在局部的人中间代表完整的人，他提供给

我们的不是他的财富，而是全民的财富。”〔"〕在这点

上，弗罗斯特的诗歌在思想主题上受到了爱默生的

影响。在其许多著名的诗歌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诸

如《修墙》，《五十岁所说的》（#$%& ’()&* +%(,），《没

上的路》（-$. /0%, 10& -%2.3），《眼中的 尘 》（456&
(3 &$. 7*.6），《雪夜里，森林边的停留》（+&088(39 :*
#00,6 03 % +30;* 7<.3(39）等等。在这些诗篇中，

弗罗斯特都以一个观察者和旁观者的看法和思想来

表达了当时美国社会中人们的一些内心思想和心

理。一个人有着不同的思想和心理，在分析和了解一

个人的心理和思想时，我们都从这个人的主要思想

和心理出发，以看到一个人的积极思想的一面，而不

是负面的一面。笔者以《雪夜里，森林边的停留》的主

题作为本文的题目，也意即以弗罗斯特积极的一面

来窥视诗人思想上积极的一面，作为诗人个人性格

和世界观中的主要矛盾来窥见诗人内心的主要思想

和心理。下面摘取弗罗斯特的这首诗歌来探寻诗人

本人作为一个美国二十世纪最出名的诗人之一所表

达和代表的当时美国人们心理上的矛盾和向往。

+&088(39 :* #00,6 03 % +30;* 7<.3(39

#$06. ;00,6 &$.6. %=. > &$(32 > 230;，

?(6 $056. (6 (3 &$. <(@@%9.，&$059$A
?. ;(@@ 30& 6.. B. 6&088(39 $.=.
-0 ;%&C$ $(6 ;00,6 )(@@ 58 ;(&$ 630;A

D* @(&&@. $0=6. B56& &$(32 (& E5..=，
-0 6&08 ;(&$05& % )%=B$056. 3.%=，
F.&;..3 &$. ;00,6 %3, )=0G.3 @%2.
-$. ,%=2.6& .<.3(39 0) &$. *.%=A

?. 9(<.6 $(6 $%=3.66 :.@@6 % 6$%2.，

-0 %62 () &$.=. (6 60B. B(6&%2.A
-$. 03@* 0&$.= 6053,H6 &$. 6;..8
I) .%6* ;(3, %3, ,0;3* )@%2.A

-$. ;00,6 %=. @0<.@*，,%=2 %3, ,..8，

F5& > $%<. 8=0B(6.6 &0 2..8，

J3, B(@.6 &0 90 :.)0=. > 6@..8，

J3, B(@.6 &0 90 :.)0=. > 6@..8A
该诗是弗罗斯特的一篇著名诗歌，诗歌以新英

格兰地区冬夜里雪花弥漫的森林为背景，以诗歌中

多次出现的 “森林（#00,6）”为诗歌的意象和象征

物来展现了大雪中骑马人内心的孤独、困惑和向往。

该诗的发表引来了很多诗歌评论家对其诗歌所

反映的思想的评论。一些评论家认为“森林”象征既

具有挑战性又富有魅力的大自然，是它迫使诗人离

开纷繁复杂的世间人事，在大自然之中获得思想上

的解脱而怡然的生活；一些评论家又认为，“森林”是

诗人既不熟悉却又必须面对而又危险的景物，最终

还是冒险进入森林以寻求创作灵感；还有一种观点

认为，诗人的创作土壤便是那一片森林，随着时间的

流逝，森林的色彩变得越加浓厚。

上面所述的几种评论，仅也是就该诗而言。但笔

者认为，该诗在事实上代表着诗人本人对人生的一

种思想和看法。就该诗而言，笔者认为，该诗的重心

是在最后一节，而就是这最后一节体现出了诗人的

人生追求和人生观。该诗前三节的描写是为最后一

节思想和观点的表达奠定一个基础，虽有诗歌写作

要求的意象和象征物，但无论任何诗歌的描写都离

不开一个主题思想的隐含和潜在的体现。因此，笔者

认为，该诗的最后一节才是诗人内心心理的一个结

论，即无论世事多么的艰难，无论多么的困惑和思想

上有多么的畏缩，但只要用心去寻求和探索，一切都

可以去面对的，战胜的。笔者曾在分析和评论该诗中

认为，该诗最后一节中反复重复了一句，而该句中的

“6@..8”可以引申为“,(.”来理解，这样就在意义上更

加重了该诗隐含的观点和思想，从而体现出诗人以

诗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思想的那种寓意深长的意

义。

罗伯特·弗罗斯特在该诗中思想和观点的体现，

事实上也揭示了当时美国人所面对的选择和挑战，

它代表着当时美国人内心的疑虑、彷徨和困惑。我们

不说弗罗斯特的诗歌象惠特曼的《草叶集》（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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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略特的《荒原》（’() *%&+) ,%-. ）那样

富有美国现代抒情史诗般的宏伟，但在他的诗歌中

体现了爱默生对美国诗人所期望的“诗人具有代表

性。他在局部的人中间代表完整的人⋯⋯”的要求。

弗罗斯特诗歌的创作以及在诗歌中表达的思想

与观点都离不开自己生活的经历。他从小的生活，最

初的诗歌创作不能得到美国诗坛的认可以及自己对

新英格兰乡村的眷念，这一切都在其诗歌艺术创作

中得以表现出来。弗罗斯特的诗歌艺术创作之路也

是在困惑、焦虑、彷徨、向往与追求中来实现和获得

的。笔者摘去该诗以窥视诗人思想的主要一面，以此

来成为弗罗斯特诗歌思想研究的一个试探针。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弗罗斯特在用自己的诗歌来表达

自己思想和观点的同时，也想以自己诗歌中所表达

的 思 想 和 观 点 来 形 成 一 种 “ 中 心 张 力（/)-+$%0

+)-&1!-）”来波及和影响当时的美国人。笔者认为，诗

人的这种内心心理是每个诗人都具有的一种潜在的

内心扩张力，即想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用精练而富

有文采的诗句表达出来，并最终能影响别人或者一

代人。这或许是诗人的一种内心共性。弗罗斯特也

如此有着同样的心理，这在其许多诗歌中是可以寻

找到的。

《雪夜里，森林边的停留》仅是弗罗斯特众多抒

情诗歌中较具有代表性的一首诗歌，事实上，它如同

《修墙》、《没上的路》一样，都代表着弗罗斯特诗歌艺

术创作的思想和特点。摘取以该诗为主的几首诗歌

来探寻弗罗斯特的诗歌艺术创作的思想和特点来获

取对该诗人在理论上的一些认识，为更进一步的研

究和了解弗罗斯特的诗歌艺术创作提供些许研究素

材和浅薄的理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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